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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问：良渚古城能够申遗的条件是什么？

陈寿田：良渚古城遗址符合《实践<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确定的世界遗产标准第三、四条，并

具有较高的完整性、真实性，保护管理整体状况良好，申请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

问：第三和第四条世界遗产的标准，具体内容是什么？

蒋卫东：具体内容是比较庞杂的，我简要为大家说一下。

根据《操作指南》，文化遗产事实上有六条标准。

其中第三条简称为见证价值，是（这个遗产）可以为一种

存在的或者已经消失的文明或文化提供特殊的或者独特的见

证。良渚古城遗址最大的价值，就是见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

明下的区域性社会，具体阐释角度是多方面的，包括古城庞大

的规模、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的墓地所呈现出的高度

分化的社会状况，以及以玉器为代表的社会礼仪、制度性特

征，还有实证距今5000多年前中国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稻作农

业发展的高度成就。

第四条标准，我们通常称作典范价值，主要是讲这个文化

遗址对于全人类的典范性示范意义。良渚古城的规划以及布

局营建，在当时具有独特的意义。

因此我们现在对良渚古城申报的价值提炼，主要是这两

条价值。

问：良渚古城申遗多年，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代表了什么？

蒋卫东：2015 年，我们向国家文物局递交了申报材料，但

作为国家，一年只能有一个申报项目，最终能否代表国家去申

报，需要由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论证之后，全委会（中国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共同提交给国务院，由国务院审批

之后，才能最终遴选出代表。

而今年，尤其今天（1月26日），情况不同了。国务院批复

表明，从国家层面确定了良渚古城遗址将作为2019年中国政

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唯一的项目。

问：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范围，最终确定为：良渚古城+

瑶山遗址+11条水坝，能否解读一下？

（记者注：1987年，浙江余杭瑶山发现良渚祭坛和贵族墓

地；2006 年，发现良渚古城；2015 年，发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

工程。这是中国最早水利工程、世界最早水坝系统）

蒋卫东：申遗范围是随着对古城遗址的认知过程不断提

升的。良渚遗址实质申遗的时间，是2012年开始，当时，古城

遗址已经发现了，但是外围水利系统还没有被发现。当时，虽

然申报名字是良渚古城遗址，但只是以大家都知道的古城核

心区——8.81 平方公里的区块，作为申遗范围。而随着外围

水利系统的发现以及对其价值的不断认知，许多专家提出，外

围水利系统价值不亚于古城本身，作为中国目前迄今为止最

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以及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早的拦洪大

坝系统，良渚外围水利系统在世界上具有非常重要和独特的

价值。

2017 年 3 月，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郑重商议，在申报范围

上，把外围水利系统——11 条水坝，以及瑶山祭坛与墓地，一

起放入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遗产范围中。

问：接下来还有哪几个关键时间节点？

陈寿田：2019 年申遗的项目，按规定，必须于格林威治时

间2018年2月1日下午5点之前，将申遗文本送达位于巴黎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办公室，这是他们的截止时

间。

世界遗产中心收到文本后，会委托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

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对缔约国申报的文件项目进行

专业评估。

评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申遗文本将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世界

各国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成员，进行匿名评估并收集反馈

意见。匿名评估主要审查申遗地区是否具备遗产申报条件，

价值是否足够评选，以及遗址的保护现状。

第二阶段，2018 年夏季，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会派 1 到 2

名相关专家，进行现场评估。现场确认遗产的真实性、完整

性、以及保护的有效性。

第三阶段，2018 年年底、2019 年年初，良渚古城遗址是否

适合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专家们会给出一个最终结论。结论

一般分为ABCD四个档次，A档建议列入，B档补充材料，C档

推迟申报，D档建议不列入。

我们今年的工作，就是迎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现场评

估。

最后一个时间节点，在 2019 年 6~7 月，第 43 届世界遗产

大会（全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会进

行现场审议，确定这项遗产最终是否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问：接下来的工作能否介绍一下？

陈寿田：一是依法做好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二是系统地

做好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工作，为遗产保护、利用提供学术支

撑；三是做好遗产阐释展示工作，让老百姓看得懂遗产的价

值；四是做好宣传教育和知识普及工作，发动全社会支持遗产

保护；五是做好合理利用的文章，让遗产地民众共享遗产保护

的成果。

我们的愿景是将良渚古城遗址打造成中华文明朝圣地、

中国文化金名片，为文化浙江建设和杭州建设世界名城做出

独特的贡献。

良渚古城遗址迎来了申

遗路上最关键的一天。

经国务院审批，1 月 26

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推荐“良

渚古城遗址”作为 2019 年

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与

此同时，国家文物局局长刘

玉珠也代表国家郑重地在良

渚古城遗址申遗文本上签

名，良渚古城遗址正式申报

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

2007 年，良渚古城的

发现和确认，标志着良渚遗

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当

时被人们认为“石破惊天”。

这些年，良渚古城一有动静，

钱报记者都第一时间带来报

道。

“时间过得太快，”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

也很感慨，“十年前，大家不

敢相信，在 5000 多年前可

以有这么大的遗址。因为在

此之前，莫角山遗址30万平

方米，就是我们国内非常大

非常著名的遗址。所以当时

有很多质疑的声音。现在，

良渚考古不断取得新的突

破，良渚遗址已经成为实证

中华 5000 多年文明史的圣

地，并得到了国际主流的学

术界对良渚的关注以及认

可，良渚是中华大地最早的

国 家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新 名

片。”

1 月 26 日下午，杭州良

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举行了

记者见面会，通报了最新情

况。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陈寿田，杭州良渚遗址管理

区管委会副主任蒋卫东，对

申遗的一些关键问题，回答

了记者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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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为大家梳理了良渚古城

这十年的成果，我们放在浙江

24小时APP的《全文艺》栏目

中，欢迎查阅。

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李力行 王平

良渚古城遗址（莫角山宫殿遗址) 潘劲草 摄

申遗文本（预审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