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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是一种“活的遗产”

著名建筑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曾说：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
开始的。”遗产承载着历史的发展脉络，蕴藏着民
族的精神基因。守护好这些宝贵资源，就是守住
民族文化的根脉。

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纵贯老城
南北，始建于13世纪，形成于16世纪，此后不
断完善，形成了今天全长7.8公里的城市轴线。
北端钟鼓楼，向南经万宁桥、景山，过故宫、
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
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永定
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分列东西两
侧，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
杰出范例。

1951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北京——
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盛赞北京中轴线，
称其为“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
认为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
立而产生的。

在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
委员国黎巴嫩代表团发言表示，北京中轴线以中
心对称的格局和形式，在严谨秩序中突出了差异
与变化。作为元、明、清都城以及现代中国首都
的核心，北京中轴线见证了中国社会从王朝制度
向现代国家的渐进历史变革。

故宫、天坛之前已经申遗成功，为什么北京
中轴线还要申遗？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清
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认为，北京中轴线
见证了中华文明重要的历史发展进程，故宫、天
坛与其他各遗产构成要素一起支撑了这一价值，
向世人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同时故宫、天坛作
为单独的世界遗产，它们又各自见证和展现了这
一历史进程的特定方面。

“如何把北京中轴线的价值呈现出来，用所有
人都能懂的方式讲好故事，这是文本编制的难
点。”吕舟说，北京中轴线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的观
念。它展现出“择中”观念在中国传统都城营建
中的长期实践，表达出通过城市营造与社会治理
寻求社会和谐安定的美好追求，为中华文明“中
和”的哲学理念提供了独特的物质见证。它独具
匠心的选址与布局，展现了《考工记》所载的传
统都城理想范式，层次清晰又富于对比、变化的
建筑形式与视觉景观展现了中国传统都城营建对
于礼仪与秩序的独特表达。

时至今日，这条线仍在不断生长，大兴国际
机场、鸟巢、水立方等地标性建筑都在它的南北
延长线上。700年来，北京中轴线从创立到发
展、强化，再到延续，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变化。
所以，北京中轴线是一种“活的遗产”。

“申遗是过程，不是目标。”吕舟坦言，文化
遗产保护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是密切相关
的，最终要回到人。所以保护是一个过程，需要
带动更多人参与，一方面是保护好物质财富，另
一方面则是形成社会凝聚力，唤起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推动社会发展。

北京中轴线申遗历时15年。在这个过程中，
北京市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把申遗与人民生活的改
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结合在一起，让文化遗产
成为社会凝聚力形成的促进因素，通过对文化遗产
环境的保护，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在重现北京中
轴线宏伟形态的同时促进文化创意的发展，促进中
华文明价值的传播，真正让文化遗产在人们的心里

“活”起来。

“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申报的过程，是一个对
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过程，是一
个构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实践过程，也是
一个国际传播、国际交流合作的过程。”吕舟表
示，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支持
和指导下，他带领的清华大学团队自2013年开
始，充分利用高校在研究和对外交往上的优势，
持续深入研究历届世界遗产大会反映的世界遗产
保护的发展趋势，在把握这种发展趋势的基础
上，与各国世界遗产领域的专家学者交流、对
话，促进了世界遗产领域国际专家对中国文化遗
产的认识和理解，为北京中轴线及相关的中国世
界遗产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供了有力支
持。

巴丹吉林沙漠中的未解之谜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中国西北干旱温带荒漠区
阿拉善高原，是中国第二大流动沙漠，以连绵起
伏的高大沙山和沙丘间众多湖泊而闻名，具有非
凡的自然美学价值，也是美丽中国的生动名片。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宋峰认为，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以符合世界自然遗产
的标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由于其美学价值
和地质地貌价值。美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多样的沙
丘形态、巨大高差的高大沙山、世界最高的稳定
沙丘、百余个丘间湖泊、丰富的沙漠动植物、多
种的风成特征以及连续的地貌演化过程所呈现出
的三维立体的美学特征。地质地貌价值则体现在
其记录了沙漠地区最独特的地貌特征、密集的丘
间湖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样的风蚀地貌类
型以及独特的鸣沙等。此次申遗成功是推动巴丹
吉林沙漠实施更严格保护的契机，有助于提高国
际知名度和旅游吸引力，促进国际合作和文化交
流，共同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巴丹吉林的名字有很多传说。巴丹吉林是蒙
古语，巴丹一词由“巴岱”演变，吉林是数词，
意为60。相传数百年前有一个叫巴岱的人住在这
里，发现有60个湖泊。航拍显示，巴丹吉林沙漠
有内陆湖泊144个，因此得名“沙漠千湖”。

在人们的印象中，沙漠是极度干旱的，为何
巴丹吉林沙漠之中有这么多湖泊？宋峰说，这是
近20年来争论的热点问题。“目前我们姑且认

为，巴丹吉林
沙漠的湖泊水主
要来源于大气降水
入渗沙山，形成贮存
于沙山中的地下水；也有
来自青藏高原的远源地下水补给
和流经河西走廊的黑河形成的地下水，以及其他
地下水的近源补给。但是各种来源所占的比例需
要深入研究，因为巴丹吉林沙漠湖泊水的来源是
一个极其复杂的科学问题。这也是巴丹吉林沙漠
—沙山湖泊群需要成为世界遗产，进而既能得到
有效保护，也能得到更多科学关注与更深入研究
之意义所在。”

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赞比亚代表团在第46届
世界遗产大会上强调，“巴丹吉林”项目的列入将填补
当前《世界遗产名录》中地质类遗产的不足。

“巴丹吉林”项目申遗历时7年，从2017年
启动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工作，到2019年被列入
《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再到2020年完成项目申
报文本等相关材料并通过专家评审和相关审查，
2023年完成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国际专
家的实地评估，最终在2024年世界遗产大会上
获得通过，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与努
力。

“高校是培养生态文明建设参与者和践行者的
摇篮，也是推动生态文明教育理念、教学方式的
创新基地。”宋峰介绍，1985 年，全国政协委
员、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起草了“第663号提
案”，建议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并争取加入世界遗产委员会。1985年12月
12日，中国正式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此
后，北京大学教授谢凝高一直致力于中国的自然
遗产、双遗产的申报、保护、发展和利用方面的
科学研究，并开创了自然与文化遗产多学科综合
考察研究的先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世界遗产保
护和管理的建议。1998年12月，北京大学世界遗
产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高校首家世界遗产方
向的研究机构。

宋峰表示，生态文明教育对于提升大学生的
生态文明意识和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具有重要意
义。高校应加强教师的生态文明教育培训，完善
生态文明教育内容体系，引导大学生在生态文明
实践中发挥主动性，为生态文明建设培养出更多

有责任感、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保护候鸟迁飞之路

你见过鸟浪吗？成千上万只鸟在“头鸟”的
引领下轰然而起，队形紧密，在水面上、天空中
翻滚如云，不断变换着造型，场面宏大，令人叹
为观止。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雷光
春说，北迁期间，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第二期）中的辽宁丹东鸭绿江口，50万只以上的
水鸟在此停歇，这里是目前世界上发现鸻鹬类迁
徙鸟类种群数量最大的停歇地，可以看到最壮观
的鸟浪。

地球上生活着一万多种鸟，约五分之一具有
迁徙的习性。它们在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沿相对
固定的路线季节性周期往返，每年经过的路径集
合被称为候鸟迁飞通道。中国黄（渤）海候鸟栖
息地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
息地，这条迁徙通道由西伯利亚—阿拉斯加经东
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至大洋洲，纵贯22

个国家，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
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
越冬地。

2019年，在阿塞拜疆巴库举
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
界遗产大会上，中国黄（渤）海
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 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作
为扩展项目的中国黄（渤）海
候鸟栖息地（第二期）扩展了
5处提名地，包括上海崇明东
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
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

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正旺认

为，此次扩展是对中国黄（渤）海候
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地完整性的重要补充，

涵盖了迁徙候鸟的关键栖息地，包括重要的
觅食地、营巢地、越冬地、夜宿地和高潮位栖息
地，共记录了562种鸟类，包括白鹤、白头鹤、
东方白鹳等45种全球受威胁鸟类。中国黄（渤）
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地共同为途经该生态区的
绝大多数受胁鸟种提供了生存保障，构成完整的
栖息地网络，为该区域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有
效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雷光春介绍，以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为例，鸭
绿江口候鸟栖息地是候鸟南迁时到达黄（渤）海
的第一站，候鸟连续迁徙7000公里后在此停歇和
补充能量，这里也是北迁过程中在黄（渤）海补
充能量的最后一站，这一栖息地的保护状况决定
了候鸟能否顺利完成其数千公里的迁徙，因此在
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生态好不好，就看鸟多少’，鸟类是生物
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环境质量及其
变化的重要指标。”张正旺介绍，中国是鸟类物种
多样性十分丰富的国家，有超过1500种鸟类，其
中800多种是迁徙候鸟，许多物种的迁徙距离超
过1.5万公里，迁徙时要途经多个国家和地区。因
此中国鸟类的保护，不仅可以维持我国的自然生
态平衡和稳定，而且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生
态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世界遗产部主任白德曼高度评价中国坚持不懈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遗产申报取得的成就。
澳大利亚作为观察员国专门要求发言，表示中国
的提名保护了本地区共同的候鸟，这些候鸟都会
因此欢笑。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为保护候鸟设立了
“爱鸟周”，陆续建立了山东黄河三角洲、上海崇
明东滩、辽宁鸭绿江口等一系列以珍稀候鸟为主
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实施了朱
鹮、东方白鹳、黑嘴鸥等濒危物种的拯救工程。
通过30多年的保护工作，朱鹮的数量已从1981
年的7只增加到9000余只；东方白鹳的数量从
1980年的2500只增加到一万多只；黑嘴鸥的繁
殖种群数量从不足3000只增加到2.5万只以上，
这些物种逐渐摆脱了濒临灭绝的险境，为世界濒
危鸟类的保护作出了杰出贡献。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作为高校教师，
雷光春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湿地教育，引领的“湿
地使者”行动已开展14届，有近300个大学生环
保社团通过答辩成为“湿地使者”，5000多名师
生直接参与湿地保护活动，足迹遍及黑龙江、长
江、黄河、澜沧江等多个流域。他说：“一批又一
批的‘湿地使者’会肩负保护湿地的使命，将保
护理念持续传递下去，湿地中万鸟齐飞、水土共
生共荣的景象也会一直传递下去。”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秦
昌威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世界遗产领
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共有18个项目新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很多都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历史遗存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体现出中华文明的
突出特性。未来中国将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及会员国的交流合作，推动更多文化和自然遗产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积极与世界分享中国遗产
保护的理念与经验，在世界遗产保护能力建设等
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为促进
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上接第一版）

“要做就要比国外做得好”

深海蕴藏着地球上未被认知和开发
的宝藏。进入21世纪，深海技术已成
为世界各国的重点发展技术领域。

“深海竞争实质上是综合国力和高
技术能力的竞争，深海高新技术集中体
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技术实力。”宋士
吉说，以深海硫化物矿区探测为例，目
前全球已探测出250多个深海硫化物矿
区，据科学家估计，仍有一半未被人类
探测到。深海可控式可视化采样器等深
部资源探测核心装备的自主研制成功，
为我国实施“攻深探盲”提供了关键技

术与装备，为我国资源能源安全保障体
系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实践出真知，科研项目要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攻克共性基础理论和核心关
键技术难题，这样才能做出大成果。”团
队资深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
自动化系教授吴澄说，“我们承担的科研
课题，一定是选择具有重大意义的、有挑
战性的、国家发展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而且要做就要比国外做得好。”

谈及深海可控式可视化采样器的成
功研发，吴澄认为：“一是研究方向的
探索，要契合国家需求并具有挑战性。
二是理论联系实际，要紧扣工程实际需
求，提炼并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再就

是多学科、多团队的精诚合作。”
近期，团队在采样器设计上又进行

了升级，增加了机械手采样工具，在抓
斗“精确抓取”地质样品的基础上，实
现了“精确捡取”的功能。在系统设计
方面采用液压系统驱动抓斗和机械手，
如遇被卡住的情况，将实现上下模块自
动分离，保留设备核心模块并及时把采
样器回收至甲板。

“深海技术未来一定是走向智能化
和无人化的。”宋士吉说，长航时、超
高速、智能化、无人潜水器技术和深海
高精度、低能耗、小型化的声、光、
电、磁等新原理传感器等，将是未来的
发展方向和竞争焦点。

（上接第一版）
“数学课上我不是从例题讲

起，而是分享数学家的有趣故事，
讲述数学思维的奇妙之处。”电子
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学生杨长霖说，
这样的教学方式成功激发了同学们
的好奇心，特别是初二的甲措和志
玛两位同学，每次下课都会“缠”
住他问很多问题。

而如何在支教结束后延续这些
教学方法？学校的“电子信息+”

特色再次显现。
田镕恺谈到，金弦实践队与当

地教师密切沟通，为他们开发可供
操作的实验课程，目前形成了视频
教案22个、文字教案28个，“大家
正在商讨建立电子科技大学理科在
线课堂，好随时为当地的教学和实
验提供专业支持”。

“队员们把自己当成巴塘人，为
这里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
探索未知、期许未来的美好之窗。”共

青团巴塘县委书记翁加感慨地说。
在实践队临走的前一晚，他为队员们
献上哈达，真诚地表示感谢。

金弦实践队还开展了青春助
农、红色研学、非遗调研等各类实
践，将自身行动融入到巴塘发展的
方方面面。

“金弦实践队充分利用学科特
色和专业力量支持巴塘县发展，推
动实践取得实效，是我们开展暑期
社会实践的一个缩影。”电子科技大
学团委书记陈龙介绍，学校今年暑
期遴选了100支重点队伍，奔赴全
国24个省份84个市州，让同学们在
社会大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

奏响高原上的“金弦之音”

守护民族瑰宝守护民族瑰宝 绽放时代光彩绽放时代光彩
——北京中轴线等三项目被列入北京中轴线等三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背后的故事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日前，在印度新德里举
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
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
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
目“北京中轴线——中国理
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世界
自然遗产提名项目“巴丹吉
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
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二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
遗产总数达到59项，居世
界前列。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
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
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
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
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
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
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要持
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
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
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
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
好生活需求。要加强文化和
自然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
作，用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
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北京中轴线等3处世界
遗产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
面对如此丰富的世界遗产宝
库，我们应如何保护和传
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
访了有关专家。

①蓝天白云下的北京故
宫（5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②7月31日拍摄的巴丹
吉林沙漠中的南海子（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③在位于山东省东营市
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 区 ， 越 冬 候 鸟 在 飞 翔
（2023年11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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