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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
址博物館址博物館。。 金月展金月展攝攝

■■王閣陪同申遺專家考察指導漢魏洛王閣陪同申遺專家考察指導漢魏洛
陽故城申遺工作陽故城申遺工作。。 洛陽市文物局供圖洛陽市文物局供圖

■■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隋唐洛陽城定鼎門
遺址遺址。。 金月展金月展攝攝

■漢魏故城遺址鄰村的農
民老馬。 金月展攝

■考古人員以1:1復
原遺址前的車轍印、
駝蹄印。金月展翻拍

■■申遺前的新安漢函谷關遺址申遺前的新安漢函谷關遺址。。
新安漢函谷關保護管理所供圖新安漢函谷關保護管理所供圖

■隋唐城定鼎
門遺址前以三
維掃描復原的
千年前車轍、
腳印及駱駝蹄
印。金月展攝

■■新安漢函谷關考古區內新安漢函谷關考古區內
的千年古道的千年古道。。 金月展金月展攝攝

「如果不申遺，恐怕位於洛陽市新安縣的絲
綢之路西行第一關漢函谷關依舊淹沒在

村民的生活中。」看到一張漢函谷關未申遺前的照
片，記者不禁感慨。在申遺之前，漢函谷關就像是
某戶村民的村居，在村民日常生活的包圍下黯然失
色。而村民們對漢函谷關的歷史價值也「不聞不
問」，在他們心中，這個破舊的漢函谷關最大的作
用是，夏季灼熱難耐時可以到「關下」涼快一陣。
如今，申遺成功，漢函谷關迅速走紅，「雄關」

再現。而到此時村民們才驚奇的發現：原來用來乘
涼的「關下」竟是「一塊寶」。

植樹遷村整治 完善道路
1988年出生的侯瀟，是土生土長的新安縣人，但
對絲綢之路第一關，也只是從漢函谷關作為遺址點
申遺之後才有所了解。「小時候只知道函谷關是戰
爭的重要關隘，直到畢業後來這裡工作，才算真正
的接觸。」
漫長的8年申遺路，侯瀟每天都要來這裡一趟，

從村民拆遷到環境治理，她見證了漢函谷關申遺前
後的全部過程。在她看來，漢函谷關可謂是從村莊
中解救出來的雄關。
「保護文化遺產，過去是想保護一個具體的東西，
但是現在要涉及到環境，不能孤立地進行保護。」原

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
曾說過。由於歷史久
遠和曾經的不被重

視等因素，很多遺產在申遺前都經歷了一段「被遺忘
的歲月」，並受到現代工業建築、稠密的居民住宅
區、風雨侵蝕後出現的「殘垣斷壁」等影響。
新安縣文物管理局局長呂克勇向記者介紹，漢函
谷關確定為申遺項目後就開始了環境整治工作，對
其周圍的村莊實施拆遷異地安置，對遺址內樹木進
行移植、垃圾清運、通信線路遷移及河道清淤等。
「誰都不知道這個『關』究竟有多大價值，不過
申遺後我們村的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新安縣北
關村一村民指着腳下的路告訴記者。這條路是村子
的主幹道，以前是泥土路，一到雨雪天就不能走，
現在已經修成水泥路了，方便很多。

拆煙囪電線杆 免不協調
不止是漢函谷關，被稱為中國古代最大都城的

漢魏洛陽故城遺址的情況也是如此。「一夜
之間，漢魏故城遺址上所有不協調的建築
幾乎全部拆完了，包括近鄰遺址的邙山
上的幾根大煙囪、電線杆，都在規劃拆
遷範圍內。」洛陽市文物局申遺辦主
任王閣表示，由於漢魏故城已經
埋在地底千年，上面有不少現
代建築，還有農民的田地、農
民辦的養殖場等，這些都對
故城有損壞的不協調設
施，也都被拆遷清除。

讓散落在每一處的世界遺產都能延年益壽，
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每一個公民都應該承
擔的使命。「如果民眾自身沒有保護遺產的意
識，即使政府工作做得再好，也依然不能達到
雙保護的效果。」漢魏洛陽故城文管所陳建軍
主任告訴記者，只有官民聯手才能做到保護的
「有的放矢」。
新安漢函谷關保護管理所所長王洪超坦言，在申

遺之前，函谷關關樓的組成部分、負責觀察敵情的
闕台夯土均曾被不少村民取走建房，甚至還有村民
在關樓中隨地大小便，破壞了不少珍貴設施。「只
有村民的保護意識提高，才能加大保護力度。」
而在當地村民看來，以前不懂得保護是因為對遺

址的認識有限。「申遺成功對誰都是好事兒，我們
也很願意參與其中。」一村民說道。

龍門石窟遭踐踏 寸草不生
除了當地村民，遊客的行為也對遺址的狀況影響

重大。世界文化遺產龍門石窟就曾遭遇史上最慘的
一天。據龍門石窟一名導遊稱，有一年，龍門石窟
免費對外開放，結果堆積如山的人群讓人不寒而
慄，人群走過的綠地到現在都寸草不生，很多遊客
在石窟上刻下「××到此一遊」，給以後的保護增
加很多難度。所以提升遊客的保護意識也很重要，
讓民眾從心底裡產生保護意識，才能讓政府保護工
作有序進行。

「洛陽市的遺產大都在地下，不像地上那麼直
觀，所以洛陽的保護模式有別於其他城市。」洛陽
市文物局申遺辦主任王閣說，洛陽明文規定所有基
建項目，如果沒有文物部門勘探、考古發掘和文物
審批，發改部門不能立項，銀行不能貸款，亦不能
辦建設許可。「大運河沿線重要糧倉遺址回洛倉，
就是洛陽市文物部門在配合洛陽一廠區的基本建設
過程中發現的。」

「駱駝蹄印」三維模擬復原
「所有遺產保護的最高境界就是維持其原真性，

保護遺產不僅是為了保護，也讓更多的人能享受到
遺產保護的成果。」王閣稱，洛陽新入選的這幾處
世界遺產都是土遺址，在觀賞性上不如龍門石窟那
麼有看頭，所以文物部門就運用各種技術手段，盡
力還原被深埋在地下的遺址展示給大家。
比如隋唐城定鼎門遺址前的「駱駝蹄印」展示，

就是運用三維掃描技術，將發掘出來的駱駝蹄印資

料先比較準確的保存下來，然後採取1:1的比例，
進行地面模擬復原展示，使觀眾可以直觀地看到遺
跡被發掘出來時的情景。

「過分追求經濟利益、過度商業化、大量不和諧的建
築出現在緩衝區，是中國許多世界遺產地的通病。」國
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稱。內地媒體曾經做過一項調
查，83.7%的受訪者擔心一些地方可能將世界遺產當作
搖錢樹，導致破壞性開發，從而讓世界遺產面臨着過度
開發的問題。
記者了解到，由於一些地方政府在「申遺」問題上呈

現嚴重的功利化導向，便拿「申遺」為開發旅遊做幌
子，為景區漲門票作鋪墊。有的地方甚至還出現了「申
遺」成功之後，因景區過度開發，生態環境、自然資源
遭到破壞，被世界自然遺產委員會「黃牌」警告的亂
象：2013年，湖南張家界、江西廬山和黑龍江五大連池

因過度開發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給予「黃牌」警告。

洛陽多招保護大運河
世界遺產是關係民生的文化食糧，不是人人都想去分

一塊的「唐僧肉」。據了解，在這方面洛陽市文物部門
已規定盡量限制社會資金流入，避免商業化操作，並將
遺址保護上升到法律層面。
此外，2012年9月，洛陽市政府還以政府令的形式公布

《洛陽市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辦法》，從保護範圍、資金
保障、組織機構保障和懲處措施等多方面入手，規定在大
運河重要遺產上擅自採集文物或有其他危害遺址安全等行
為，最高罰款50萬元。讓大運河的保護「有法可依」。

今年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世界
遺產委員會宣布，中國大運河及中哈吉三國
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
路網」，均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其中，洛陽市大運河申遺點回洛倉遺址、
含嘉倉遺址160號倉窖，絲綢之路申遺點漢
魏洛陽城遺址、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址（含
寧人坊、明教坊）、新安漢函谷關遺址等成
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
此，加上龍門石窟，洛陽市擁
有世界遺產三項六處，成為內
地少有的世界文化遺產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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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2日，「絲綢之路」和「大運河」雙雙被列入

《世界遺產名錄》，這不僅是對它們歷史功績的極大肯定，

同時也喚醒了人們對它們的關注，令它們在千年之後再次贏

得萬眾矚目。然而，對於世界遺產來說，申遺成功只是它們

得到尊重的開始，怎樣才能令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得到

最好的保護，則是人們一直熱議，也是社會各界不斷在思考

的問題。近日，記者在中國唯一承擔「雙申遺」任務的城

市——洛陽，實地走訪了大運河沿線重要的糧倉遺址，絲綢

之路申遺點漢魏洛陽故城遺址、新安漢函谷關遺址、

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址等地，探究這些遺址在申

遺之後如何保護的同時，也希望給遺產保護界

帶來一些冷思考。

■記者 裴成龍、金月展 河南報道

官民攜手官民攜手
保護遺產奏效保護遺產奏效

維持遺產原真性 境界最高

「一個遺址能申遺成功，說明了它在文化價值、
環境保護及旅遊服務上都是符合世遺要求的。因
此，對於世界文化遺產，並不意味着只能保護不能
利用。」洛陽市文物局申遺辦主任王閣表示，洛陽
的幾處遺產點大多是位於野外的大型土遺址，單從
外觀看觀賞性並不高，會產生內行看門道、外行看
熱鬧的尷尬。為了讓人們更好地走進世界文化遺
產，有關部門正在規劃將這些原址建成考古遺址公
園，通過多種手段展示遺產的文化價值和內涵，並
逐步完善、提升其旅遊服務等基礎設施。

打造「漢關故城」重現千年文化
記者了解到，漢魏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已獲國

家文物局批准立項，將依托漢魏洛陽城遺址，打造
成集大遺址保護、文化展示和旅遊休閒為一體的多
功能大型文化公園，與鄰近的白馬寺連為一體形成
集合效應；新安漢函谷關將在遵循保護遺址本體的
真實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結合新安縣實際情況，

依托漢關文化，打造一
個重現千年漢唐文化的
「漢關故城」。
記者在新安漢函谷

關、漢魏故城等遺址附
近的村莊走訪時發現，
很多村民對於建遺址公
園的想法表示支持，並
希望很快能建成。「漢
魏故城現在的主核心
區，就是我家原來的農田，現在已經被徵收了，我們
樂意得很，都希望趕緊建成遺址公園，沾沾世界遺產
的光。」當地一名60多歲的村民老馬說道。
「現在已經到了後申遺時代，保護和利用是需要

並駕齊驅的，但不是所有的世界遺產都適合建遺址
公園，也不能說遺址公園就是對這些遺產最好的保
護，關鍵要因地制宜，探索文化遺產保護的新模
式。」王閣告訴記者。

後申遺時代：保護+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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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獨擁六處世遺

世遺是文化食糧 絕非「唐僧肉」

■■新安漢函谷新安漢函谷
關現狀關現狀。。

金月展金月展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