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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城市遗产基金会在沪成立 

2006-06-09 20:37:45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上海 6 月 9日电（记者叶锋）全国首个以城市遗产保护为宗旨的非公募基金会－－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 9 日在此间成立，这是

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一次积极尝试。 

  据介绍，作为基金会发起人和理事长的阮仪三，是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他致力于中国城市遗产保护

事业，先后主持过山西平遥、云南丽江等古城以及周庄、同里等江南古镇的保护规划工作，被誉为“古城卫士”。 

  阮仪三指出，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资金的匮乏使城市遗产的保护面临困境。政府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承担者，但单纯依靠政府

进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显然不够。 

  目前国内城市遗产保护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政府保护资金严重短缺，远远不能满足保护工作的需要。比如，2005 年我国用于文化遗产保

护的资金总额仅为 46 亿元，这对于我国两万多个文化遗产项目来说无异杯水车薪。另一方面，一部分由政府单一主导的保护规划实施项目也开始逐

渐显露弊端。因而，如何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据悉，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启动资金共有 200 万元，日后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赠。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国城市遗产的保

护事业，包括：资助和奖励对中国城市遗产保护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城市遗产的科研、教育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从事历史建筑的

购入、修复、运作等项目；向行政部门进行呼吁或向市民提供信息，通过媒体开展普及、启蒙活动；收集有关地区历史的资料，为社会提供相关的信

息和技术援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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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6 世界遗产国际高层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呼吁唤醒更多人的保护意识——上海 5000 处文

化遗产待“保” 

作者:宋铮  日期:2006.06.09  版次:A1-1 

 

    本报讯(记者  宋铮)明天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一个专题研讨世界遗产保护的学术会议——“2006 世界遗产国际高层学术研讨会”

昨天在同济大学开幕，来自世界各地近百名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官员和专家与会。担任本次大会组委会主席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

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除了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之外，还需进一步唤醒广大市民的“文化遗产

保护意识”。 

    上海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伍江在会上透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曾经遭遇到很大的破坏，所幸改革开放以来，

历届市委市政府越来越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视之为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制定了相关法规和保护制度，而同济大学也已成为我国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 

    据了解，上海目前已被列入保护范围的历史文化遗产有 623 处，但前几年有位日本学者在对上海作了十分深入的调查后估计，上海应该还有

近 1 万处历史文化遗产散落在各个角落，没有得到有效保护。长年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阮仪三教授也认为，上海至少还有 5000 处亟需尽快纳

入保护的文化遗产，比如一些历史悠久的建筑和上海犹太人集居地等，而要做好这项工作，提高全体市民对文化遗产保护意义的认识至关重要。

阮仪三以江苏周庄、山西平遥古城等为例说明，这些文化遗产大都经历了从一开始反对、抵触到最后尝到保护甜头的过程，许多人(包括一些决

策部门的负责人)较容易受眼前利益的驱使而看不到历史文化遗产的宝贵价值。 



 7

 

 

 

 

 

 

 

 

 

 

 

 

 

 

 

 

 

 

新时代，我们如何对待遗产？ 

早报记者 陈怡 责任编辑 黄维嘉 2006-06-09 00:40  

制定于 1972 年、至今已有 186 个国家签署的《世界遗产公约》也许是世界上接受程度最广的一个国际公约，但随着时代的发展，30 多年前的《公

约》开始面临挑战。昨天，在同济大学召开的“2006 世界遗产国际高层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中心、

中国国家文物局、全球各地遗产研究机构的官员和专家就相关问题发表了意见。 

遗产是一种情感交流 

    “我常常对国外的朋友说：‘走上长城，你就会感到，我们的长城怎么都不会具有侵略性，它总是在防御。所以中国再强大，也不会对其他国家

造成威胁。’世界遗产可以带给我们这种胜过一切语言表达的情感交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ICOMOS 副主席郭旃说。 

    但是，这样珍贵的沟通载体，在中国显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珍视。雪铁龙汽车想在长城上拍广告，国内文保机构未能在权力范围内完全阻止。而

当这个广告在法国的一家商业电视台播出后，却遭到了法国观众的怒斥。比起盲目吹嘘中国独一无二的遗产，郭旃认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发自内心的

珍惜更重要。 

遗产价值需要指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主席 Gio－vanniBoccardi 指出了世界遗产面临的新问题：一方面，前去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当地的水、环境等资源越来越紧张。在今天，遗产的“外部性”应该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何处理遗产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成员个人发展和对遗产进行保护所需要的不可再生的环境资源的关系？Boccardi 认为，这需要有一系列

参数来进行考量。而有一个指标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世界遗产对人类发展的贡献。在这方面，世界遗产地也应该成为探索遗产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实

际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多大利益的试验地。 

    事实上，具体的参数、指标是单一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无法提供的，它需要各个领域专家的团队合作。 

遗产保护有赖对话 

    今天的世界遗产不仅面临自然条件的影响和破坏，还面临一些人为的灾难。如：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受到不同宗教信仰的塔利班组织的破坏；刚

果的 7 个世界自然遗产地也全都受到军队的破坏；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德国，科隆大教堂也曾面临被高层建筑包围的危险；拥有世界上最大石油储

量的澳大利亚喀卡度地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较好保存了原住文化的遗址，但澳大利亚政府却不愿意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原因是担心失去这里的

石油开采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特别顾问 BerndvonDroste 认为，面对这些问题，没有军队和硬性制裁手段的世界遗产组织无法强制性地让各个缔约

国来遵守公约，而培养一批能沟通利益相关者，在冲突发生时推动国际合作、对话的跨领域遗产保护综合人才，就显得更加迫切。 

    据悉，本次会议将持续到明天，遗产所在城市的可持续管理，以及相关学术机构的教育培训体系与经验等也将被纳入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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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世界遗产国际高层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召开 

日期：2006-06-10 20:00:42  作者：王蔚秋  来源：同济大学新闻网  

   

今年 6 月 10 日是我国的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主题是“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6 月 8日至 10 日，“2006 世界遗产国际高层学术研

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主席 GiovanniBOCCADRI、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委会秘书长田小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郭旃、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总干事 MounirBOUCHENAKI，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中心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办公室主任 YAMAMOTO 

Tadanao，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景慧以及中国建设部城建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委会和上海市规划局、文管

局和房地局的领导出席并致词。 

  世界各地近百名从事遗产保护的官员和专家出席会议进行学术研讨，内容涵盖世界遗产保护的各个层面，既有“可持续的世界遗产地”，“中

国文化遗产保护状况”，“越南世界遗产的保护”等总体情况的综述，又有以“濒危的世界遗产：法理和实践的思考”、“普通遗产：反思和展

望”等为题从保护引申出去的思考，还有题为“保护活的遗产：以世界遗产地琅勃拉邦为例”、“凡尔赛：城堡和公园，城市和平原”等不少具

体案例的介绍和分析。 

  据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到 2010 年，我国将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将得到明显改善。到 2015 年，

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同时保护文化遗产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

自觉行动。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李永盛出席了开幕式，并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总干事 MounirBOUCHENAKI 颁发了同济大学荣誉教授聘书。 



 11

 

 

 

 

 

 

 

 

 

 

 

 

 

 

 

 

 

 

世博会上将展示申城遗产保护成果 

( 2006-06-12 08:29:26) 

新华网上海频道６月 12 日消息：  

   

    衡山路、复兴路的历史风貌区，上海的传统里弄，外滩的历史建筑以及上海老城厢的历史风貌区等的保护成果，都将出现在 2010 年上海

世博会上，首次作为上海历史城市遗产保护成果展示样板的内容。昨天在同济大学开幕的 2006 年世界遗产国际高层学术研讨会上，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这样告诉记者。  

    据了解，上海至今已先后确定了四批 632 处共 2138 幢优秀历史建筑，总面积约 400 万平方米，其中 61 处为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李硕君 来源：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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