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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
和自然双遗产三种类型，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
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
与深厚的文化遗产，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更
在国际上得到了高度认可。

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1986年，中国开始向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1987年，中国的长
城、故宫等第一批 6项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标志着我国文物事业进一步与世界
接轨，迈出对外开放的新步伐。

从 1987 年至 2000 年，中国主要依靠政府
主导，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和提高公众意识
来推动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从2001年
至2010年，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
位的提高，中国不断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的投
入力度，同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交流。
从2011年至今，国家文物局会同有关部门和省
（区、市），全力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
管理，取得一系列重要工作进展。党的十八大
以来，连续推动了10项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成功
申报。

2024年 7月 27日，“北京中轴线——中国
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等 3 项遗产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迄今，中国成功申报59项世
界遗产，位居全球第二。其中，包括40项文化
遗产、15项自然遗产，以及4项文化和自然双
遗产。自1987年首次申遗成功以来，中国的世
界遗产从无到有、由少变多，遗产类型不断丰
富，保护经验不断积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中国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为核心

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世界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有
力的法律保障。进入新时代，中央财政大力支
持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一批高水平的保护、管
理、展示项目加快实施，有效保护了我国世界
文化遗产。长城、故宫、避暑山庄、布达拉
宫、莫高窟、大足石刻、麦积山等一大批重大
文物保护工程获国际赞誉。

国家文物局积极推动科技赋能遗产保护，
敦煌的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多场耦合实验室
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故宫文物建筑三维激光
扫描与数字建模、敦煌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
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展示和潮湿环境下土遗址
的保护、避暑山庄石质文物保护等取得了突破
进展；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丝绸之路”联合申遗成
功，主办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与世界遗产中
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开展多领域合作，
为国际治理体系建设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政府重视世界文化遗产的展示和宣传
工作，以此增进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文博展
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样的展示手段，向公众
展示世界遗产的独特风采和深厚内涵，并举办
各种文化节庆活动，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
化遗产宣传周等，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世界
遗产的价值和意义。

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财富，保护传承好世
界遗产是人类共同责任。中国入选《世界遗产
名录》的项目不断增加，将向世界展现更为完
整、更加立体的中华文明。中国不仅会保护好
自己宝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也会持续加强世
界遗产保护合作，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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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
展现真实立体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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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长城、明清皇宫（北京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周口店
北京人遗址

泰山
黄山

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曲阜
孔庙、孔林和孔府

庐山国家公园
峨眉山-乐山大佛

平遥古城（平遥古城、双林寺、镇国寺），苏州古典园林（拙政园、
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丽江古城

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北京皇家祭坛—天坛

大足石刻（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等五处摩崖造像）
武夷山

龙门石窟，青城山—都江堰，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明清皇家
陵寝（明显陵、清东陵、清西陵），布达拉宫的扩展项目（大昭寺），
苏州古典园林的扩展项目（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园、退思园）

云冈石窟，布达拉宫的扩展项目（罗布林卡），由此组成拉萨布达
拉宫历史建筑群（含罗布林卡和大昭寺）

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明孝陵、十三陵）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清永
陵、清福陵、清昭陵），明清皇宫的扩展项目（沈阳故宫）

澳门历史城区
殷墟

开平碉楼与村落

福建土楼

五台山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
元上都遗址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大运河
土司遗址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

良渚古城遗址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类别

文化遗产

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含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上接3版）
（上接1版）孔府档案、战国楚简等 6.2 万件
（套）馆藏珍贵文物和出土文物得到修复，博
物馆标准化库房建设基本完成。抢救保护在地
震、台风、洪灾等重大自然灾害中受损文物。

从 20世纪 90年代初的“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
到如今“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
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文物保护
理念完成从抢救性保护到系统性保护，从本
体保护到整体及周边环境保护的转变。健全
文物安全长效机制，全面落实文物安全主体
责任、监管责任和直接责任，着力防范法人违
法、盗窃盗掘、火灾事故三大风险，构建国家
文物督察体制，强化文物行政执法，保持严厉
打击文物犯罪的高压态势，健全文物防灾减
灾体系，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全社会文物保护
意识进一步增强。

机构队伍建设持续加强——

从 1949 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设立文
物局到 1973 年国家文物局成立，再到市县
文物局相继挂牌；从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文物
从业人员 2.6万人增加到如今的 19万余人，
我国文物机构增编扩岗，各地文物保护和考
古机构普遍加强，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从文
物行业首个职业技能标准《文物修复师国家
职业技能标准》颁布，到《研究生教育学科专
业目录（2022 年）》在交叉学科门类中增设

“文物”专业学位类别，文物保护的人才根基
日益夯实。

斗转星移，日新月异。75年来，文物保护
工作活力迸发，文物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文物
保护事业蒸蒸日上。

初心如炬：赓续文明基因

仰望华夏文明的历史天空，中华民族的
基因血脉赓续传承。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
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大地锦绣河山，滋
养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
至今的伟大文明。

传承已知，探索未知，揭示本源。75 年
来，文物工作者初心如炬，不懈探求。

“文明圣地”良渚遗址、“华夏主脉”二里
头遗址、“商邑翼翼”殷墟遗址、“古蜀之光”
三星堆遗址……一代代考古学者躬身田野，
青灯黄卷，手铲释天书，揭示在悠远的历史长
河中，中华文明以其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
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屹立于世的奥秘。

从 2002年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走
过20多个春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
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
出了原创性贡献；“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有力
实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夏商文明
研究工程持续推进、填补空白……考古和历
史文明研究逐步深入，以考古资料实证中华
五千多年文明，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考
古发掘项目 1.2万余项，良渚、石峁、二里头、
三星堆等遗址考古取得重要成果，新疆、西藏
等地边疆考古取得重要进展，深海考古迈向
世界先进行列。“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在多地

探索施行、逐步完善，抢救保护大批珍贵文
物。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及立项单位135家，
福建三明万寿岩、河南安阳殷墟等大遗址保
护卓有成效，科技考古、涉外考古、公众考古
快速发展，考古研究最新成果纳入统编《中国
历史》教科书，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考古学建设步履铿锵。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
盛夏的天龙山，草木葱茏，因天龙山佛首

的回归而更显生机盎然。2021年7月，流失海
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 8窟北壁主
尊佛首”终归故土。

文物的聚散回归，与国家治乱兴衰息息
相关，紧紧牵动国人心弦。佛首归来，阐发文
物追索中国主张，彰显文物工作者百折不挠
的追寻，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生动注脚。

伯远帖、五牛图、王处直墓浮雕石刻、圆
明园青铜虎鎣、曾伯克父青铜组器……1949
年至今，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流失文物的抢救
与保护工作，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
赠、抢救征集等方式，成功促成一大批珍贵流
失文物回归祖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流失
文物追索返还工作进入了全方位发展、多层
次提高的崭新阶段，已与27个国家签署防止
文物非法进出境政府间协定，文物返还“中国
声音”显著增强，文物追索“中国实践”备受瞩
目，文物回归取得突破性成就。

科技赋能历史文物，传统与现代遥相呼
应。从古建筑到馆藏文物，从墓葬到石窟，从
陶瓷到金属，从壁画到丝织品，文明赓续、文
脉传承，科技的力量愈加显现。

历经迭代创新，古代壁画保护、陶质彩绘
文物保护、饱水漆木器保护、馆藏文物保存

环境监测、深海考古等领域技术水平进入国
际第一梯队。馆藏文物智能展柜、考古发掘
方舱、考古现场移动实验室等专有装备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脆弱出土文物现场无损提
取、纺织品遗迹现场鉴别技术日臻成熟。敦
煌藏经洞室藏6万多件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
被搬到展览中，人们得以近距离感受历史之
厚重，科技助力让藏在“深闺”的文物走近日
常生活……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引领文物事业
发展的不竭动力。

汲古润今：激荡自信力量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
今年9月，中国考古博物馆“百万年人类

史”专题展向公众开放，100多件考古发掘出
土实物，阐述东方古人类进化历程。人们走进
展厅，串联起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
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脉络轨迹。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物质文明极大
丰富，亦是精神文明需求极大攀升的必然
历程。

1949年，中国内地仅有博物馆 21家，业
务工作基本停滞，基础设施残破不堪。如今，
类型丰富、主体多元、普惠均等的现代博物馆
体系基本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实
施创建，各具特色的博物馆成为重要的文化
地标和文化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备案博
物馆达 6833 家，其中超 91%免费开放，2023
年举办陈列展览 4万余个、教育活动 38万余
场，接待观众 12.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博物

馆事业蓬勃发展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实现
“双向奔赴”。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
历史，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
教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等300余项党史文物保护展示工程献礼
建党百年、党的二十大，蒙藏学校旧址保护利
用、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保护展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闽西、金寨等连片保
护和整体展示项目助力老区振兴，革命文物
焕发勃勃生机，成为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
力量的不竭源泉。

民间文物收藏日趋活跃，出台《关于加强
民间收藏文物管理 促进文物市场有序发展
的意见》、制定《涉案文物鉴定评估管理办
法》，加强社会文物管理服务，建立国家文物
鉴定体系，促进文物市场有序发展。

从颐和园、西湖等文化遗产变身“人民公
园”，到《寻古中国》《何以中国》等文博节目阐
释文化新知、激发文化自信，从国家文物保护
利用示范区、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赋能
社会经济发展、融入人民美好生活，到考古盲
盒、文藤种子等文博创意产品“飞入寻常百姓
家”，我国丰富厚重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日益
成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生活需求的重要保障。

这个夏天，“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
展”备受关注。上海博物馆内，492组788件古
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珍贵文物让全国观众大饱
眼福，其中超过95%的文物为亚洲首展。

从新中国刚成立，中国文物出入境展一
片空白，到如今交流频繁、百花齐放，中国文
化始终以自信开放的姿态走出去、引进来，与

世界各国共同点亮文明交融之光。
繁花春满园，群生则锦绣。文明的繁盛，

人类的进步，需要与世界各国携手同行，互学
互鉴。

古时，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鉴真东
渡，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
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而今，红
海之滨，中沙联合考古队揭开“沉睡”千年的
历史遗迹，大陆腹地，希瓦古城联合保护修复
开启中乌交流合作新纪元。

从 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到1987年中国首批6项遗产进
入《世界遗产名录》，再到“丝绸之路：长安—
天山廊道的路网”开创跨国联合申遗新典范。
近年来，文物工作者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兼收
并蓄的姿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实施亚洲文
化遗产保护行动，深化“一带一路”文化遗产
交流合作，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为繁荣世界
文明百花园注入中华文化力量。

今日之中国，一头连着深厚悠远的历史，
一头通向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七十五载筚
路蓝缕，一代代文物工作者以永不停歇的脚
步，推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融汇于民族复
兴的壮阔征途。

站上新起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文物工作者肩
负光荣与梦想，意气风发、昂首前行，为继续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部分图片由相关文博单位提供；其余由
李瑞拍摄）

殷墟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舱

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现场

北京中轴线鸟瞰

北大红楼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文物提取 交河故城保护加固现场

良渚古城遗址鸟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