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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纵向的漫长历史和横向的广阔地理景观交相辉映，形成了众多的具有突出
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景观。
从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世界遗产项目，几乎都同时具备多项遗产申报标准，因而都具有很高的可观赏性
，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所以“行千里路”探访世界遗产，宛如“读万卷书”。
就请跟着我们，一起去游历中国名胜，寻访华夏文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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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来生，男，1962年5月生于苏州，1980年以苏州市文科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
毕业后到苏州旅游局任市场开发处处长。
1994年调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筹建并主持旅游系工作。
现为苏州科技大学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后，苏州市旅游文化促进会会长。
    受聘为苏州市政府咨询专家，上海市高校旅游专业教学评估专家，江苏省旅游局环太湖旅游规划咨
询专家，苏州旅游发展规划咨询专家组组长等。
并兼苏州乐园、木渎古镇等多家旅游单位顾问。
    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旅游文化，著有《名城旅游与名城保护》、《史诗、叙事诗与
民族精神》、《中国禁忌》、《无形的锁链》、《风俗流变》、《中国园林史话》。
主编有《中国旅游文化》、《旅游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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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中国现有23项世界文化遗产和4项双重遗产，类别涉及皇宫、皇家园林、帝王陵墓、宗教场所、城
市、村落、私家园林、水利工程、防御工事、考古遗址等各个方面，内容相当充实而完整，代表了中
国各个时代、多个方面的杰出成就。
    我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先生认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文化遗产都是人类在不同的自然条件
、不同文化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中国文化遗产的特色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文
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物古迹遗存。
几千年、几十万年来，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一直传承不断，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古国都难以相
比的。
自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遗址、春秋战国时期的万里长城到明清时期的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上下
几十万年。
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世界著名的文化珍宝，孔庙、孔府、孔林，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多民族文化
，如布达拉宫、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就是多民族代表性的杰作。
    第二，中国同时又是一个疆域辽阔、河山锦绣的国家，因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非常丰富。
泰山、黄山、武夷山、峨眉山一乐山大佛等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反映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与优美的
自然环境和谐相融的特色。
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中是罕见的。
而作为1993年才开始列入名录的文化景观，我国的庐山也因“自然与人类共同的作品”结合得十分巧
妙而被列入了名录。
可以说我国已被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的门类相当齐全，这也是其他国家所罕见的。
    第三，在遗产保护方面，根据中国的物质文化特点而产生的传统保护方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保护
文化遗产的特色非常突出。
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世界遗产保护都应根据本国、本地区、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和它们自身的
特色来进行。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我国遗产保护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特别在运用新的科学技术保护文物古迹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地震考古、水文考古、水下考古、遥感
考古、数字化技术、纳米技术的应用等不断引用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
    第四，在保护和利用的问题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创造了一个鲜明的特色。
最初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法中，大多是从保护方面来制定的，不谈利用或少谈利用。
后来才逐渐认识到不仅要保护，还要科学利用。
在中国新修订公布的文物保护法中，把“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
针”写入法律之中，这在世界文物保护法中是个创举。
利用的原则、方法、技术都非常复杂，利用好了可促进保护，利用不好会造成对遗产的损坏。
“十六字”方针把“利用”加上“合理”二字，既解决了保和用的关系，又提出了如何利用不致造成
破坏，更好地促进了有效保护问题。
    下面，我们将通过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万里长城、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澳门历史城区、皖南
古村落、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等中国古人古城古村古园的探寻；对明清皇宫、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
庙、秦始皇陵与兵马俑、孔庙、孔府、孔林、明清皇家陵寝、高句丽古王城及墓葬群等古代宫殿陵寝
的探访；对莫高窟、大足石刻、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天坛、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及大昭寺、
罗布林卡)、青城山、都江堰等中国洞窟石刻教派的巡礼，引领读者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做
一番考察。
    P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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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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