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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解说学会在1976年提出：解说是一个交流的过程，
它通过公众（游客）对物体、人类创造物、景观、场地等的亲身体
验，揭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内涵及其和我们的关系。面向
国际旅游者的遗产解说，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关注
点是“交流”，核心是“文化”，即对遗产价值内涵的阐释。在全球
化语境下，针对旅游者的求知动机，遗产地管理机构为其提供
丰富而多样的遗产解说，这不仅是实现游客教育的重要途径，
而且对于提升国际旅游者的旅游体验质量、建设国际旅游目的
地语言和人文环境、服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国家战略，也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世界遗产地杭州西湖文化景观
为例，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同时借鉴格尔茨的

“深描”概念，探讨如何向国际旅游者阐释世界遗产的价值内
涵，以期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一种跨学科的视角。

文化的阐释：格尔茨的“深描”理论

1973 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代表作《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
tures）中，正式提出了文化阐释理论并最终建立了阐释人类
学。格尔茨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
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
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文化阐释理论的核心内容即

“深描”（thick description）。格尔茨指出：“文化不是一种引致
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它是一种风俗的情景，在
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
是说，深的——描述。”在他看来，文化是一种语境，只有通过
详尽的“深度描写”，所有的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才能
在文化的语境中得到有意义的阐释。虽然格尔茨没有对“深
描”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我们还是能够从其相关论述中发现，
所谓“深描”，就是对文化现象或符号意义进行层层深入描绘
的方法。

“深描”理论在遗产解说中的应用

案例地概述
西湖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杭州的西部，以秀丽的湖光

山色、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众多的名胜古迹而闻
名中外，是中国著名的旅游胜地。2011年6月，“杭州西湖文化
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肇始于9世纪，成型于13世纪，兴盛于
18世纪，并传承发展至今，由分布于 3322.88公顷范围内的西
湖自然山水、“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空间特征、“两堤三岛”
景观格局、“西湖十景”题名景观、西湖文化史迹、西湖特色植
物等六大要素组成，是中国历代文化精英秉承“天人合一”哲
理，在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绘画美学、造园艺术和技巧传统
背景下，持续性创造的“中国山水美学”景观设计经典作品，历
经 10 多个世纪的持续演变日臻完善，成为景观元素特别丰
富、设计手法极为独特、历史发展特别悠久、文化含量特别厚
重的“东方文化名湖”。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杭州西湖文化景
观是文化景观的一个杰出典范，它极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
观的美学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园林设计影响深远，时至今
日，其核心要素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

解说案例
格尔茨认为，“对于任何事物——一首诗、一个人、一部历

史、一项仪式、一种制度、一个社会——一种好的解释总会把
我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的本质深处”。在向国际旅游者解说

“西湖景观”时，首先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将受众带入
“西湖景观”发展演变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在讲述西湖故事
的过程中，应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置于当代世界文化语境下加以重新挖掘与阐发，展现中国
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西湖故事之一：苏轼诗中的“西子” 在对世界文化遗产
西湖进行介绍时，北宋大文豪苏轼赞颂西湖美景的诗篇《饮湖
上初晴后雨》可谓经典：“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其中，“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把西湖与美女西施联系起来，堪称点睛之
笔。在英文讲解中，如果仅仅根据字面意思把这首诗翻译成英
文，对其中的“西子”不作任何说明而直接采用音译“Xi Zi”或

“Beauty Xi Zi”，国际旅游者必然无法了解“西子”在中国人
心中的地位，也不可能真正感受到这首诗所表现的意境，甚至
还会影响他们对“西子湖”这一雅称的理解。因此，英文讲解需
要先讲述有关西子的历史典故作为铺垫：西子即西施，以自然
美著称，位居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她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
（春秋时期）的越国。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来到吴国，
帮助越王勾践以“美人计”使吴国最终覆亡。由此可见，苏轼选

择把西施与西湖相提并论，他所要表现的不仅仅是西湖的自
然之美，还有其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英文讲解可以运用中国
故事、国际表达的方式，通过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比喻，把智慧
与美貌皆备的西子比作“a Chinese Cleopatra”，从而表明美女
西施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与美女Cleopatra（埃及艳后克丽奥
佩特拉）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是相当的。通过以上描述，若再
向国际旅游者吟诵这两句诗的英译文“West Lake may be
compared to Beauty Xi Zi at her best, it becomes her to
be richly adorned or plainly dressed”，那么即使未能亲临雨
西湖的实景，旅游者也能从中感受到历史文化语境所承载的
西湖之美。

西湖故事之二：苏轼的西湖情缘 以《饮湖上初晴后雨》这
首诗为切入点，对西湖文化景观的“阐释之阐释”继续层层深
入，逐步探寻文化表象之下的意义。这首诗的作者苏轼，即我们
通常所称的苏东坡，生活在11世纪，曾两次来杭任地方官。除了
写下大量吟咏杭州与西湖美景的不朽诗篇，苏轼在杭最大的政
绩，是在任知州期间组织疏浚了西湖，浚湖挖掘出来的葑草淤
泥堆筑成一条跨越西湖南北的长堤，堤上建六桥，堤岸两边遍
植桃柳，被后人称为“苏公堤”，也就是今天的苏堤。苏堤连通了
西湖南北的交通，把整个西湖划分为东西水域，因此，在苏堤上
具备最为完整的视域范围，是观赏全湖景观的最佳地带。苏堤
是南宋“西湖十景”之首“苏堤春晓”的最主要构成要素，全堤以

“六桥烟柳”和桃柳相间的植物景观特色著称。为了从根本上消
除西湖淤塞的隐患，苏轼还把湖面分配给人们种植菱藕，并在
湖上建了三座小石塔，禁止在石塔以内的水域种植菱藕。这三
座小石塔后演变成为“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景观，月夜
之时，塔影浮沉，在三塔里点起灯烛，天月、水月、塔月与心中之
月交融辉映，引发富有禅境意味的心性观照和人生感悟，“三
潭”因此成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最经典的标志。苏轼在杭任职5
年，惠民德政无数，为杭州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
仍然被杭州人民视为杭州的“老市长”。

西湖故事之三：历代浚治西湖的意义 如果没有历代延
续至今的人工疏浚治理，西湖这一自然形成的潟湖或许早已
湮没不存。自唐至清，历代对西湖进行了多次疏浚治理，最重
要的有23次，其中，白居易、苏轼、杨孟瑛、阮元等地方官的浚
湖工程在西湖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公元9世纪，白居
易在杭州担任刺史期间主持疏浚西湖，标志着西湖从自然湖
泊演变为人工湖，浚湖淤泥堆筑而成的长堤后来被命名为“白
堤”；11世纪，苏轼开葑筑堤，始建人文景观，标志着西湖从人
工湖泊向园林景观的进化，开启了“城湖合璧”的新格局；16世
纪初，杭州知府杨孟瑛力排众议，对西湖西部水域进行疏浚，
此后形成湖心亭、小瀛洲等景观；19世纪初，浙江巡抚阮元组
织疏浚西湖，将淤泥在小瀛洲北面堆筑成岛，后人称为阮公
墩。至此，西湖“两堤三岛”景观格局成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湖景观作为文物古
迹得到正式的保护，并逐步设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在历
次西湖疏浚治理中，有两次大规模的治理和保护工程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人
民政府在当时经济、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治
理濒临沼泽化的西湖，把西湖疏浚整治列为国家城市基本建
设项目，第一次疏浚工程投入资金达人民币454万元，浚湖挖
出的720多万立方米淤泥如果堆起来，可以筑成30多条苏堤。
进入 21世纪，杭州市从 2002年开始，围绕“保护西湖、申报世
遗”目标，连续十年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保护、修缮、恢复
了 180多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西湖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西湖经历了千余年持续不断的疏浚治理和人
工造景活动，发展演变为具有世界典范意义的“文化名湖”，是
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杰出范例。

以上解说案例提供的只是跨文化解说的规划路径及研究
思路，并非具体的讲解稿。这几个“西湖故事”看似独立，却有
着深层次的内在关联，通过这样一种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

“阐释之阐释”，让听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西湖文化景观发展
演变的历史文化语境，逐步认识与感知“东方文化名湖”所蕴
含的遗产价值内涵及其意义所在，从而激发并提升国际旅游
者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尊重与认同。跨文化解说不是一种语
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简单直译转换，而是依托语言，实现一种文
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转化、阐释和再现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跨文
化解说需要充分考虑受众的认知环境，提供最充分的语境效
果，通过对遗产价值内涵的挖掘与阐释，增加中文里没有的背
景信息、背景故事，建构起一个让国际旅游者与遗产的历史文
化语境进行互动的空间，帮助他们站在源语言的“意义之网”
中解读遗产价值及其对人类的意义，加深他们对遗产地的印
象及旅游体验。

（作者单位：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西湖学研究部）

历史文化名城是天津的灵魂

四十不惑。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已上升为国家
战略。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年，

《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历史文化名城被纳入文物保护法
治体系中。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施
行，名城的整体保护有了更全面明确的法律要求。“历史文
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
史文化遗产”，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的意见》，全面部署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工作。

不畏浮云遮望眼。历史文化名城是对城市历史文化资
源的最高殊荣。作为国务院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天津岂可妄自菲薄？我们要对天津有更清晰完
整全面的认识。

如何呵护好母亲城？不能忘，我国著名文物学家谢辰
生先生嘱咐我——天津要立足整体保护，地上地下，长城
运河，还有海河，都要纳入保护体系。找准历史文化的根，
要在城市格局上体现出来源流，然后再谈风貌保护，才能
纲举目张。近代百年从哪来？是古今中西碰撞出来的。“这
点天津最具代表性。不能厚此薄彼，嫌贫爱富。”

且思且行且珍惜。历史文化名城凝聚了城市的发展规
律，是城市发展的源动力。名城保护不能仅是一本规划和局
部工作。恕我直言，天津近些年发展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究
其根源，不乏文化认知上的问题。与同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的大都市相比，我们还没有把历史文化置于更高更核心位
置。2011年中秋，拜访我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谈及家
乡，他动情道：“天津的文化保护和传承一定要充分重视起
来，不能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我已垂暮之年，耳聋目盲，但
对家乡文化的眷念，仍怀赤子之心。”“作为天津人，我斗胆建
议，应该把文化气氛进一步宣扬起来……一个世界知名的天
津市，主要看什么呢？要看看天津文化方方面面的面貌、气
氛。我盼望天津所有的同志想想这个问题。”

文化是举旗帜，引方向，凝心聚力的。历史文化名城须
置于城市整体定位、整体发展的方方面面，才能真正践行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
让历史文化名城赋能天津城市发展，将12月23日设立

为“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日”是在天津名城保护历史进程中
所产生的呼吁。天津的名城保护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考古学家陈雍先生概括为：一个人地
关系大规律，考古遗存分布从山到海纵横 10万年；三个时
段大历史，10万年以上人文史、千余年城市形成发展史、百
余年近代史；五个层级古代城市体系，按人口数量和地理
相关构成的从村到城五个层次等级。三元结构近代城市，
中国传统城区与外国租界区、河北新区共存的格局。此为
天时。依山傍海，九河下梢，四通八达，自然资源和物产丰
厚，形成连接国内外、联系南北方、沟通东西部的重要枢
纽。此为地利。天津人爱乡敬土，对城市历史文化高度认
同，还有权威专家对天津寄予厚望、给予指引。此强大的凝
聚力和城市活力，为人和。

谢辰生先生是力推天津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代
表人物，也是推动天津名城保护重归正轨的关键人物。据
他回忆，在天津公布为名城之后，曾制定过一个很好的保
护规划报国务院，“万没想到，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天
津竟然完全不考虑原来的规划，而对老城区大拆大改，致
使老城内街区遭到严重破坏……”

城市怎可重来？世纪之交，我国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
为城市保护奔走呼号。文化先觉虽没能阻拦推土机，却唤

醒了天津，乃至全国公众对城市的文化自觉，凝聚成强大
的社会共识。2004年，天津从官方层面开展了纪念设卫筑
城600周年活动，12月23日（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为天津生日，渐为公众所知。

谢辰生先生还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立法进程的
重要推动者。在他的建议和全程参与下，天津成为国务院
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后首批重点督办
城市，以纠正五大道“聚客锚地”工程为切入点，全面推进
了天津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同样不能忘，张文彬、罗哲
文、徐苹芳、陈志华、张忠培、马自树、赵德润、阮仪三、周治
良、李先逵、杨志军、张廷皓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对天津
名城保护给予的大力支持。

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不能忽略老城区。2009
年12月23日，我开始呼吁设立“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日”，将
老城区纳入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将“天津卫故城
遗址”认定为天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十年努力，积累共识。2020年，“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日”
被纳入天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方案。这一年12月23
日，在冯骥才先生的大力倡导下，天津隆重举办为城市庆
生活动。寒夜里，温暖一座城，最暖是人心！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为城市庆生已写入天津十
四五规划。《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
意见》更明确提出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组织开展传统节
庆活动、纪念活动、文化年等形式多样的文化主题活动”。
我坚信，就像杭州有“西湖日”“良渚日”，天津终会拥有“历
史文化名城日”，天津生日成为天津人的节日，不会是梦。

发展的逻辑需要有清醒的认知。浙江省委宣传部近日推
出的《浙江发展的大逻辑是什么》或可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浙江是资源小省，主要指的是土地、矿产等物质资源。
就文化而言，则是资源大省，万年上山、五千多年良渚、千
年宋韵、百年红船，资源无比丰厚，特别是千百年来流淌下
来的人文精神是浙江人最为宝贵的资源。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对浙江人的这种“文化基
因”给予很高评价，提出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

《习近平浙江足迹》中讲到，“浙江老百姓聪明，干部精明，
出的招数很高明。其背后是浙江的人文优势，是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浙江精神’在起作用”。

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全面推进天津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首先是做好顶层设计，把名城置于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其次是机制保障，制定天津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已酝酿十余年，不能再拖。再有就是构
建完整保护体系，应保尽保，用“绣花”功夫开展保护和修
复工作。 （上）

文化人类学“深描”理论
对遗产解说的启示

盛洁桦

从西沽和大运河再谈
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写在天津设卫得名618周年之际
穆森

■连载 2022年12月3日，天津市政府批
复同意将独乐寺街区、渔阳鼓楼街区
划定为天津市历史文化街区。天津历
史文化名城又添“新丁”，为天津618
岁生日献上贺礼！

这几年，每到天津生日，地铁上都
会播放我为城市所写的庆生语——

“蓟州山上寻十万年人类活动足迹，大
运河畔展千年城市发展变迁，海河岸
渤海边看百年历史巨变。这里是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公元1404年
12月23日，天津设卫得名。从此，我
们的城市有了生日！祝福您——我的
天津我的家！”

城市有生日，是天津人的福气！5
年前，我在本报撰文《寻找回家的路
守护历史的梦——天津设卫筑城613
周年有感》，谈及两个梦：将12月23
日设立为“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日”，将
西沽划定为“运河历史文化街区”。
2022年，受疫情影响，大部分时间都
在天津，走在熟悉的大街小巷，回首过
往，点点滴滴，早已融入城市历史角落
中……我爱我家，何以回报这座生我
养我的历史文化名城？仍萦绕在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