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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保加利亚著名人类聚居学家道萨迪亚斯曾经分析了人类聚居从诞生到现在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他将
其概括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无组织的原始聚居，需数百万年；第二阶段，有组织的原始聚居
，需1万～1.2 万年；第三阶段，静态的城市聚居，需五六千年；第四阶段，动态的城市聚居，约需400
年。
人类的文化遗产是由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所创造而残存至今的文化构成，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我们正在经历动态的城市聚居阶段，按照道氏的理论，这个阶段约需400年。
不难看出，人类聚居发展阶段的时间跨度越来越短，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按照道氏的预测，人类聚居跨过动态的城市聚居阶段后，就将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全世界的城市区
几乎将会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崭新的聚居形式——普世城。
若然，所谓天下大同的境界就会在人类地球中实现。
对我们来讲，就是要把过去人类有组织的原始聚居阶段和静态的城市聚居阶段所创造的文化遗产保护
起来，传承下去。
否则，到了大同社会，进入“全球一城”的时代，我们将无祖可祭，无典可数了。
遗产学科的建设之所以迫在眉睫，是因为我们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动态聚居历史阶段，信息社会的到来
，人类互动的能力空前增强。
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越来越大；相邻的城市开始走联合发展之路，形成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的城市群。
人类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对城市实用功能的需求越来越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活人与死人争地的现象就会大量出现，并且由于缺少必要的机制限制，大多数情况
下总是死人给活人让路。
我国在高速的工农业建设、城镇化建设、水库建设、大型工程、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以及城市道路扩
容中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而造成的灾难性破坏就是明显的例证。
人类创造了自己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时，人类又不能离开这个文化世界而生活。
人类在不断开拓进取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批判继承先辈们所创造的文化传统，这就是历史，这就是
几千年的文明史。
只有愚昧无知的妄人才敢割断传统，自我作古。
历史总是千百次地嘲弄那些妄图割断历史传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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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文物局人文社科“十五”发展规划重点研究课题“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的结
题之作。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篇；下篇是风景名胜区建设主旨篇。
    上篇11章中，对“文化遗产”作出了新定义；创建了价值构成、价值评价体系、评估准则、评价程
序和案例；介绍了我国文化遗产危机的历史背景、保护传统，以及欧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经验；回顾
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并提出了开展文化基因组工程等若干决策性战略和策略建议。
    下篇7章中，探讨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各种关系；阐述了彼此之间如何和谐互动、存在
怎样的矛盾，以及如何化解的指导思想、途径和方法等。
    书后附有《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的申报程序、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国
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录和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
名录等7个重要资料。
    本书可供文化遗产保护及旅游专业的高等院校师生、相关部门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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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但仅停留在“文化传统”感性认识层次上是不够的，很容易产生两个弊端：一是罗列现象，以
偏概全、以末求本；二是容易把文化传统看作可以由人们任意取舍的东西。
文化研究深入之后，需要我们进入文化基因层次，所谓“文化基因”，是借助生物遗传学的术语“生
物基因”（gene）（李绍武，2002）来表达。
深入基因层次的目的是研究这些元典产生的历史原因、条件和过程，从中发现隐藏在历史现象后面的
必然性东西。
德国哲学家K. Jaspers将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在中国这是先秦诸子的时代。
一般的哲学史、思想史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并盛赞轴心时代思想家的原创性。
但是，在中国孔子之前的“轴心时代”，作为观念形态的德、礼、孝、仁等概念就已存在，而这些概
念的产生又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需要我们把研究深入到中国文化基因层次中去。
文化也像“资本”一样，有其“原始积累”的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开始它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为主导。
与其说是历代统治者的扶持，不如说它符合中国文化基因的内在逻辑。
文化基因与生物基因不同，它不仅是自然的物质和生命层次，而且涉及更高的思想和精神的抽象层次
和复杂的社会行为层次，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不能直接成为现代科学实验的对象，而只能通过历史
分析和逻辑推理运算方法来理解它和认识它。
姜广辉在详细分析了“中国史前各文化阶段的分期”、“中国古代的人口和地理气候环境”、“帝—
—中心氏族的中心人物”、“圣王时代——‘以德取天下’的古代传统”、“两次重大的转变：氏族
公有制一家庭私有制一分封制”、“宗周文明及其衰落”、“轴心时代与价值的阐释”之后，得出的
结论是：中国古代与世界古代民族在史前各阶段的分期上基本上是对应、一致的，在文明进程上也差
不多是同步的，但是，中国进人文明的路径和特点却有所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基因。
程裕祯（2003）认为：“不论‘文化’一词有多少定义，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文化的核心问题是
人。
”“我们了解和研究文化，其实主要是观察和研究人的创造思想、创造行为、创造心理、创造手段及
其最后成果”。
“至于文化的结构，一般分为四个层次：一为物态文化层，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二
为制度文化层，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三为行为文化层，
指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四为心态文化层，指人们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
，包括价值观、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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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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