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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大遗址保护的积极探索和成效

作者：赵 荣 

    陕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在陕西21000余处古遗址中，仅帝王陵园和贵族墓园遗址就多达18000余处。大遗址是陕西文物遗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具有分布广、面积大、等级高等突出特点。 

    

    “十一五”以来，由国家主导保护的100处大遗址中陕西占15处共40个点。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等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陕西就大遗址保

护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 

加强理论研究 

    上世纪90年代初，陕西文物保护管理部门与西北大学有关专家学者就指出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传统的、单一的、限制性的绝对保护模式与遗址区域内群众发

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当时，陕西提出了大遗址区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观光农业的对策。 

    陕西在不断的实践中认为，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使当地政府及群众受益，把大遗址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系统、大体制中，纳入提高

人们群众生活水平的层面上来，调动激发全社会保护大遗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008年以来，陕西将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归纳为“四个结合”。 

（一）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从中外实践来看，文化遗产保护有助于提升一个地区的文化形象，从而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构建优越的文化软环境。通过文化遗产项目实施改善当地城市环境、带动当

地城市建设、促进群众就业、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繁荣。因此，大遗址与当地社会、经济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不能人为地割裂两者间的必然联系，应当

主动将大遗址保护工作与区域经济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发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区域社会、经济中的引导作用。 

（二）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相结合 

    由于大遗址保护的特殊要求，对大遗址区域的生产生活有严格限制，当地群众只能从事传统、低效的农业生产，产业结构单一导致群众生活来源单一，生活水平很低，

地方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与遗址周边区域的反差越来越大。 

    解决大遗址所面临诸多人为因素干扰的途径，除了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宣传外，更重要的是充分认识和理解遗址区内群众对发展经济的强烈渴望，关注

和引导当地居民实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战略，将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提高当地群众生活水平结合起来，让当地群众从大遗址保护中得到实惠，调动激发全社会保护文化遗产

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三）大遗址保护与当地城乡建设相结合 

    营造城市和谐文化景观是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保护好、利用好大遗址可以确立城市或地域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坐标，进一步提升其文化形象和地位。通过保护大

遗址可以建成融合教育、科研、游览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使大遗址成为城市最美丽的文化景观，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环境贡献最大的地方，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构建出不可替代的优越文化软环境。 

    同时，还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当地城乡建设资金，投入到以大遗址保护为核心的城市建设中，推动和促进大遗址保护事业发展。因此，大遗址的保护管理，应当与当地城

乡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对大遗址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彰显一个城市和地域的文化特色。 

（四）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环境改善相结合 

    2005年在西安举办了ICOMOS第15届大会，国内外学者通过《西安宣言》提出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将文化遗产保护范围扩大至遗产周边环境以及环境所包含的一切历

史、社会、精神、习俗、经济和文化的活动。这一新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反映了国内外学者对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由单纯注重遗产本体保护，延伸到与遗产有相关联系的空

间区域内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整体保护。 

    在实施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大遗址的相应保护与管理工作中，不仅应当注重对遗址本体的保护，还应当关注对遗址所依存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保护，将遗址本体

的保护与生态环境、人文环境改善相结合，促进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推动保护实践 

    根据“四个结合”新理念，陕西选择分布于城市或靠近城市的大遗址定位于“遗址公园”的模式，进行系列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探索。 

    在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建设中，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将秦始皇陵园遗址外城以内2.13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征用用于遗址保护，对遗址采取

有效保护措施，即对遗址区实施全面环境整治、考古勘探和绿化。同时，在遗址区域外征用900多亩土地专门用于建设移民安置区，有效改善了当地农村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

境，改善了搬迁群众和企事业单位的生产生活条件。 

    在唐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设中，结合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棚户区改造规划，在19.16平方公里的城市新区建设中将3.5平方公里遗址核心区全部用于保护展示。对遗址区进

行全面考古勘探，新发现了一批重要遗址；实施了丹凤门、御道、含元殿、麟徳殿等遗址保护展示项目；建设了大明宫遗址博物馆。在遗址外新建移民安置区，使几十年来



一直居住在生活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和环境脏、乱、差的10多万低收入普通群众住上了生活设施完善、宽敞明亮的城市新居，彻底改善了遗址区群众的生活条件和遗址及其周

边城市环境。 

    

    积极指导地方政府利用遗址文化元素建设城市公共绿地和文化主题公园，保护了文物遗址又改善了城市社区环境，使大遗址改变了城市中“被人遗忘的角落”和“脏、

乱、差”的形象。在保护好遗址的基础上，先后实施了唐长安城延平门遗址公园、长安城城墙遗址公园、曲江遗址公园等文化项目，使这些遗址得到了完整保护。 

成效得到认可 

    实践证明，大遗址保护完全能够融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能够惠及广大民众。通过大遗址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加强大遗址保护，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实现了文物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多赢。 

    陕西大遗址保护的做法得到了文物保护专家学者的认可和肯定，得到了各级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赞赏和拥护，也引起了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关

注和重视。 

    陕西大遗址保护新理念的实践与探索成果体现了《西安宣言》“保护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的原则，得到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的广泛认可，为我

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赢得了国际声誉。 

    2008年10月，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政府在西安共同主办了“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来自西安、洛阳、杭州、成都等大遗址重点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出席论坛，围绕“做

好大遗址保护，推进城市和谐发展”为主题发表了大遗址保护《西安共识》。与会城市领导代表政府在《西安共识》中庄严承诺“我们不但承担着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职责，

更肩负着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的重任”。 

    “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会议标志着促进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和谐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管理者的共识，充分说明陕西大遗址保护的理念和实践得到了国家文物

局、大遗址所在地政府的理解、支持与肯定，为后来的“洛阳大遗址高峰论坛”、“良渚大遗址高峰论坛”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促进了全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快速

发展。 

    2010年10月9日，国家文物局公布首批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秦始皇陵园遗址、汉阳陵遗址、唐大明宫遗址入选，总数为全国的四分之一，这是国家文物局和专家

学者对陕西大遗址保护做法和成果的再次肯定。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开放仪式上致辞时指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是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等

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加强考古遗址保护、深化考古遗址展示的一种重要模式。其成果惠及了城市环境建设，惠及了民众现实生活，成为了城市最美丽的文化景

观，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环境贡献最大的地方”。 

    2010年6月12日，在我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发表《保护发展文化遗产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文章对保护文化遗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是做好文化遗产事业的指导方针，也是对陕西文物工作的极大鼓舞和鞭策。 

    陕西文物工作者决心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李长春同志重要文章精神，贯彻落实文章要求，坚持文物工作方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

力做好“十二五”文化遗产和大遗址保护工作，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发展好陕西独具特色的大遗址和文化遗产资源，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陕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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