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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地时间2024年7月27日
11时15分，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
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
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
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

“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
北，始建于 13 世纪，形成于 16 世纪，
此后经不断演进发展，形成今天全长

7.8公里、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北
京中轴线”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
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
家礼仪和公共建筑以及居中道路遗存等
五大类遗存共同组成，其选址、格局、
城市形态和设计体现了 《周礼·考工
记》所记载的理想都城范式，展现了中
国古代王朝制度和城市规划传统，见证
了北京城市的发展演变。“北京中轴

线”15个遗产构成要素为：钟鼓楼、万
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
金水桥、太庙、社稷坛、天安门广场及
建筑群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
碑、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和人民
大会堂）、正阳门、南段道路遗存、天
坛、先农坛、永定门，遗产区面积 589
公顷，缓冲区面积4542公顷。

（下转2版）

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在印度新德里
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
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
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对此，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
物局局长李群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识

问：“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您如何看待其重大意义？

答：本次申遗成功，是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各部门协同
推进、以申遗工作带动北京老城整体保
护取得的成果。

“北京中轴线”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
特性的重要标识。包括天安门广场及建
筑群在内的全部15个遗产构成要素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
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哲学思想在
全球范围的重要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得到世界广泛认可。

“北京中轴线”是北京老城的核心，
承载了北京千年历史文脉和文化传统。
在开展“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过程中，
实施《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 年—
2035年）》，健全央地协同、多部门协调的
管理体制，实施《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
三年行动计划》，完成正阳门、太庙、鼓
楼等一批重要文物建筑修缮，取得正阳
桥、南中轴路遗址等一批城市考古新发
现，建立遗产价值展示体系和监测预警
系统……申遗保护工作，对保护传承北
京老城历史格局、整体风貌和历史文脉
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本次申遗工作是推动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举
措。在申遗过程中，我们努力做到将保护
诉求与发展诉求有机结合。比如，支持和
指导北京市加大对腾退文物建筑的保护
力度，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文物建筑对

外开放，优化老城居民生活环境，充分发
挥文物资源在延续北京老城历史文脉、
促进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申遗之路收获4方面经验与启示

问：十几年申遗之路，我们从中能获
得哪些经验与启示？

答：2012 年，国家文物局将“北京中
轴线”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北京中轴
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收获
了4方面的经验和启示。

一是坚持保护第一，高质量实施文
物本体保护修缮。我们始终将文物本体保
护作为工作立足点，在《中国文物古迹保
护准则》等规范下，科学、有序推进文物本
体保护修缮，充分发挥北京市文物工程质
量监督机制作用，持续改善文物本体保存
状况，获得国际组织高度赞赏。

二是探索阐释传承，依靠科技手段
提升保护展示水平。我们构建起以综合
展览为主线、各遗产点现场标识和专题
展览为补充、统一规范的遗产价值展示
体系，向公众深入阐释遗产价值。通过建
立“北京中轴线”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和数
字展示平台，采集遗产本体、风貌、环境
和管理等信息，探索预防性保护、突发灾
害应对的有效手段，提高了遗产保护展
示能力。

三是强化央地协同，完善遗产保护
管理工作体制机制。“北京中轴线”遗产构
成要素丰富，遗产管理现状多样，历史遗
留问题复杂。为有效推进申遗保护工作，
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探索建立高位统筹、
央地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形成“北
京中轴线”申遗保护的强大工作合力。

四是鼓励公众参与，夯实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的公众基础。我们调动公众保
护传承“北京中轴线”的积极性，通过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不断拓宽参
与渠道，凝心聚力。创新推出公众参与文
化遗产保护机制，逐步建立完善居民、社
区和社会力量全民参与遗产保护体系。

申遗成功是新的起点

问：下一步，我们对“北京中轴线”的
保护和管理有什么安排？

答：申遗成功是新的起点。我们将认
真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健
全长效保护机制，带动北京老城整体保
护更上新台阶，建设历史文化与现代生
活交相辉映的大国首都。

首先，完善协调机制，强化保护管理
能力。我们要重点完善保护管理体制机
制，强化央地协同、多部门协调的管理体
制，做强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提升

“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能力，进一步巩
固“北京中轴线”及其周边环境整体保护
的目标，统筹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
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的关
系。

其次，加强资源调查，丰富历史文化
内涵。持续开展“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
价值研究，做好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
展重要遗址考古与保护展示，挖掘保护
北京老城各类文物资源，进一步深化对
北京老城文化内涵的理解认识，夯实北
京老城整体保护的工作基础。

再次，强化整体保护，提升保护展示
能力。严格保护北京老城各类文物资源，
推动传统格局、空间肌理、历史风貌、文
化生态、景观环境整体性保护，保护传承
北京老城历史文脉。持续开展文物建筑
保护修缮，不断提高应对自然灾害能力，
强化“北京中轴线”展示阐释的整体性，
突出遗产构成要素展示的个性，积极探
索活化利用手段，让文物和文化遗产“活
起来”。

最后，强化旅游管理，提高公众参观
体验。研究制订“北京中轴线”展示与旅
游发展规划、计划，逐步扩大展示区域范
围，推出主题展示游径，增加文化产品供
给，提高旅游活动调控能力，逐步改善游
客参观游览体验，减少旅游活动对遗产
区、缓冲区及其居民的影响。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本报讯 记者赵军慧报道 当地
时间 7 月 25 日晚，在第 46 届世界遗
产大会期间，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国
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办，中国古迹遗
址保护协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印
度国家委员会、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承
办的“手工业遗产地的创造性保护”
主题边会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中国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主席特蕾莎·帕特里西奥出席
并致辞。世界遗产中心主任拉扎赫·
伊伦都·阿索莫出席会议。

关强指出，中国丰富的手工业遗
产展现着中国人民杰出的创造力，中
国政府重视手工业遗产地的保护与
传承，不断加强其保护管理、展示阐
释与活化利用。景德镇作为中国著名
的“瓷都”，对世界制瓷业产生了重要
影响，并通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
实验区建设，将遗产保护、考古与陶
瓷艺术、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相结
合，实现手工业遗产地的创造性保护
与创新性发展。他表示，希望通过举
办本次边会，邀请全球代表性手工业
遗产地的代表和知名专家、学者，分

享手工业遗产保护管理的理念、经
验，为保护、传承好手工业遗产提供
有益借鉴。

特蕾莎表示，手工业遗产汇聚着
传统智慧，人们通过双手创造美好生
活的本质是相通的。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致力于物质和非物质手工业
遗产的保护，并通过多种方式激发
人们对这一独特类型遗产的保护意
识，推动遗产地社区技艺的延续和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她指出，本
次边会是各方合作的又一个成果，
期待在未来共同推动手工业遗产的
保护与传承。

会上，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
务理事魏青介绍了景德镇手工瓷业
的独特地位及遗产要素框架，并提出
构建紧密联系遗产价值与遗产社群
的保护路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印
度国家委员会副主席莎利尼·达斯古
普塔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非物质
遗产国际专委会副主席阿南亚·巴塔
查莉娅介绍了印度活态手工业遗产
并提出保护传承这些遗产的若干建
议。德国迈森陶瓷基金会总经理安

雅·海勒介绍了德国迈森陶瓷和其背
后文化遗产的发展历程，展示了迈森
陶瓷在传统工艺传承和档案记录等
方面的工作成果。日本筑波大学世界
遗产研究首席教授稻叶信子以小鹿
田烧之里为例介绍了日本陶遗产相
关村落，强调了手工业遗产的整合性
保护传承。法国塞夫勒国家陶瓷博物
馆的维维亚娜·梅斯基和索阿齐格·
吉尔曼介绍了塞夫勒国家陶瓷博物
馆的历史、瓷器藏品及其工业遗产保
护与管理做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
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
财产保护修复研究中心等国际组织
专家，日本、韩国、印度、黎巴嫩、越
南、赞比亚、肯尼亚等世界遗产委员
国代表，泰国、斯里兰卡、俄罗斯、德
国、法国、尼日利亚等缔约国代表，中
国国家文物局、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代表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二类中心等单位代表，共计80
余人参加本次边会。

以申遗带动北京老城整体保护 开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新局面
——专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王鹏 陈冬书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手工业遗产地的创造性保护”
主题边会在印度新德里举办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
印记。

中轴线，是记录北京发展变迁的
重要载体。

在景山公园的万春亭，向南眺望，
故宫尽收眼底，向北望去，鼓楼耸立；
在正阳门箭楼，向南可观永定门，向北
则可领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

在北京老城中心的几个制高点
上，纵贯老城南北这条壮美中轴线
展现在眼前。它不仅是北京城市框
架的脊梁，也是中国现存最为完整
的传统都城中轴线建筑群。

北京中轴线全长 7.8 公里，始建
于13世纪，形成于16世纪，此后不断
完善，历经逾 7 个世纪。由古代皇家
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
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
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
建筑群等 15 处遗产要素构成，其选
址、格局、城市形态和设计体现了

《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理想都城
范式，展现了中国古代王朝制度和
城市规划传统，见证了北京城市的
发展演变。“北京中轴线”15 个遗产
构成要素为：钟鼓楼、万宁桥、景山、
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太
庙、社稷坛、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
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
堂）、正阳门、南段道路遗存、天坛、先
农坛、永定门，遗产区面积 589公顷，
缓冲区面积4542公顷。

当地时间7月27日，在印度首都
新德里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
的杰作”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增至59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
员会认可“北京中轴线”符合世界遗
产标准 3 和标准 4，高度赞赏中国政
府在北京老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
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
绩。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北京中轴
线”所体现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
和“中”“和”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
划史作出了重要贡献（标准3）；“北京
中轴线”作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
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
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标准 4）；认
可“北京中轴线”的完整性、真实性和
保护管理状况。世界遗产委员会表

示，“北京中轴线”的真实性体现在其
作为都城核心的延续性，天安门广场
及建筑群是“北京中轴线”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认可保持其现有形式的
必要性。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
局局长李群表示，申遗成功是新的起
点。中国政府将切实履行《世界遗产
公约》，在遗产保护、管理、展示，以及
社区参与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持
续发力，确保“北京中轴线”的突出价
值持续传承，为世界文化遗产事业继
续提供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和
力量。

与时偕行：
从保护蓝图到壮美画卷

北京中轴线上，古代皇家宫苑建
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
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分布于轴线之
上，勾勒出中轴线的方向与主体结构。

历经逾 7个世纪发展演进，北京
中轴线的规划格局保持并延续了居
中对称的布局形式。

如何从整体出发、以长远谋划，
来守护这条壮美中轴？2023年1月，《北
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 年—
2035年）》正式颁布实施。

这是一份对标世界遗产保护管
理要求的“中国方案”，亦是一份指导
未来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系统性保
护与管理的“行动指南”。

规划明确中轴线保护区域具体
范围边界，遗产区、缓冲区总面积共
51.31平方公里，指出“精细评估遗产
保存状态，保护修缮坚持最小干预”。

北京中轴线遗产构成要素的管
理机构构成多元，涉及文化遗产、文
化旅游、园林绿化、道路交通等多个
专业部门。在多部门多层级协作的保
护管理体系下，一系列保护、修缮、监
测措施顺利推进，致力于留住北京老
城之脊。

“鲸海遥通一水长，沧波深处石
为梁。”建于元代的万宁桥，最初叫海
子桥。倘若穿越时空，在此看见的定
是漕运繁忙、客舟如织的景象。

其历经 700余载春秋，仍在行使
作为“桥”连接水岸，便利行人的功
能。桥体的检测结果也显示拱桥结构
经久耐用。近年来，相关部门通过三
维扫描、雷达探查、震动监测、荷载试

验等对其安全评估，并持续为这座古
桥“减负”——

规定除公交车和7座（含）以下载
客汽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通行；明确
30公里/小时的车辆通行限速要求；
还拆除了附着在万宁桥桥体东侧的
自来水管道及通讯管路光缆……

此时此刻此桥处，历史的涟漪和
现代的蝶变共生共荣。

修缮文物，也是还原历史。古建
修缮要最大限度利用原材料，甚至比
重建一座仿古建筑更难。

按照“左祖右社”古制建成的太
庙，于 1950年改为“北京市劳动人民
文化宫”并正式对社会开放。2007年
经修缮后恢复开放，2018年完成居民
用户腾退，目前新一轮修缮工作正在
进行时。

“只有确需更换的地方，我们才
会对其进行更换。”北京市劳动人民
文化宫副主任简耀先介绍，他们对每
个瓦片都进行了编号。“揭下来的瓦
在什么位置，它再次安置时仍然在什
么位置。”

同太庙修缮一样，近年中轴线上
的文物古建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形
制、原工艺，尽可能地保护真实的历
史信息，“真实性、完整性”“最小干
预”“不改变原状”等原则贯穿始终。

值得一提的是，与北京中轴线
相关的环境景观要素，作为承载中
轴线突出价值的一部分，也是保护
的对象。

如在中轴线居中对称格局下形
成的历史城廓、历史街巷、城市标志
物、景观视廊、历史河湖水系、古树名
木等历史文化资源。

坐落于中山公园的社稷坛林木
繁茂，槐柏参天，共有 612 株古树名
木。其中，7 株千年辽柏位于南坛门
外，见证岁月变迁。

在“一树一档案，一树一方案”的
保护原则下，相关部门定期检查、精
心养护、专列课题，开展古树生长监
测、周边环境改善等工作，让这些“活
文物”亦得到妥善保护。

从太庙到社稷坛，这里曾承载的
是古代帝王们对风调雨顺、江山永固
的祈盼。如今，巍巍皇家祭祀禁地变
身公众喜爱的文化空间，中轴线上的
历史文化遗存正在新时代焕发出生
机活力。

为了给后续保护管理提供更精
细、更立体、更全面的技术支持，北京
中轴线文化遗产监测与保护平台应
运而生。通过该平台，可以对中轴线
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等各方面实时
监测。

一块大屏幕上，中轴线遗产缓冲
区上的221个文物保护单位、33个历
史文化街区、294 栋历史建筑、25 座
历史名园、11条历史水系、1119条传
统胡同、4 条居中道路、8753 棵古树
名木的信息，一目了然。

“这里可以实时监测文物是否存
在地基下沉、震动、偏移等情况。”“根
据这个热力图，能看到各点位游客的
密度和平均驻留时长等等。”“工作人
员日常巡查的轨迹也清晰可见。”北
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监测部
主任周子予介绍道。 （下转2版）

壮美北京中轴线尽现大国首都气象和中华文化魅力
写在“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申遗成功之际

徐秀丽 赵军慧 李翔 翟如月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监测与保护平台

北京中轴线（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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