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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
阐释和转化

◇张冬宁

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阐

释和转化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良渚共识”算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相关

工作已经过去十个年头，取得成绩有目共睹。相关

政策性文件的出台对其概念定义、功能定位和规划

设计等创建阶段的内容给出了比较详尽的指导与解

释，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什

么？为谁保护？为什么保护？”等问题。与此同时，

当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园区的

巨大投入与客流量冷热不均的落差，遗址多样性与

千园一面的冲突，遗址的真实完整性与公园的教育

娱乐性之间的矛盾，考古成果的学术性与公众预期

的故事性之间的错位，等等。

解决以上问题还是要回归本源，回溯到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初心。即认识到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既是为了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

盾，其最终目的更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

文化需求。唯有树立这种“以人民为本”公益思想，

才能认清当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运管阶段的关

键在于——对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阐释与转化。

所谓提炼就是要从大遗址本身中梳理总结出考古

发现的关键要素；阐释则包含两方面，一是对提炼

出的多重要素寻找到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整合，二

是以考古学为基础，结合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文

学、经济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理论，进行通

俗的解释和适当的发挥；转化部分则主要将上述成

果用多种渠道和方式转变为具有视听直观性和人

址互动性的产品加以展示。只有如此，才能提炼出

不同类型大遗址所独有的历史文化价值，阐释为大

众化和通俗化的中国故事与文化知识，通过多种展

示路径将其转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从而

最终实现激活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与意识。

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原则

我国复杂多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使得每

一处大遗址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演变路径。此外，大

遗址本身宏大的布局、悠久的历史和繁杂的功能亦

决定了其拥有着丰富的、代表当时社会文明的历史、

科学、艺术等无形文化价值，那么如何从纷扰繁杂的

诸多物质遗存中提炼出其最具核心代表性的遗产要

素就成为摆在文化遗产工作者面前首要难题。

遗产要素的提炼应遵循以下主要原则：一是能

提升对公众记忆的嵌入性，树立文化遗产的主人翁

意识，增强群众对文化遗产地的认知、理解、尊重和

认同，宣传对其保护的重要，激发更深层次的兴趣、

学习、体验和探索；二是能凸显多元的包容性，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下对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发展格局有所体现；三是

能彰显文明的延续性，在对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绵不

断提供证据支撑的同时，纳入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

图景中进行考量；四是能保证遗址的原真性，从科学

客观的考古研究入手，确保提炼的要素真实准确，避

免对遗址本体的认知产生误读，导致在阐释和转化

阶段对遗址本体结构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五是能关

照到多方的可持续性，在提炼时寻找能促进社会、经

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

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阐释构成

所谓核心遗产价值的阐释其实是对上述提炼出

的多种遗产要素的整合、关联与扩展，其由内核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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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两个层面构成。内核是关键之所在，能对遗址的

多重遗产要素进行整体的概括和统领，既可以一统

所有相关的外延，使其传达出一致的信息，又为公众

在后续的转化体验中获得深刻的文化意象提供了保

障，其往往表现为遗址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对于整个

人类社会的关键贡献之所在。

外延部分则对应遗址的不同类型遗产要素特

征，是内核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延伸，既可以使公众对

遗址不同方面的特征加深理解，同时是对后续转化

的归纳分类，便于增加潜在的未来转化内容。从具

体操作层面来看，外延由时间、空间和人这三个维度

构成，应既能关照到以时间为纵轴的遗址演变和历

史事件，也能投射出以空间为横轴的规划布局和功

能结构，亦能反映出以人为竖轴的当时的政治体制

（社会治理观）、行为处事准则（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宇宙观）。如以殷墟遗址公园的核心遗产价值阐释

为例，其内核在于为有杰出全球价值的中国文字语

境下的早期历史、古代信仰、社会体系以及重大历史

事件提供了物质证据，外延则是作为商代晚期的都

城确立了早期中国宫殿建筑布局和陵园制度，彰显

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区域文化交流，代表了古代东

亚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等。

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转化路径

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阐释和转化，是一个从考

古遗址到学理解释再到通俗文化产品的转变，要经

历一个“实—虚—实”的过程，其中最难的部分无疑

就是如何做到“从虚再入实”。当前在核心遗产价值

的转化过程中存在展示模式单一、复建破坏真实、文

旅产品同质、后续链接乏力等问题，其背后既存在遗

址本身与资本预期的落差、考古工作的重点与普通

大众的兴趣之间的差异等客观原因，同时也存在核

心遗产价值提炼的缺失和阐释的错位、新兴技术手

段介入延迟、产品创新力度不足等主观原因。

要突破以上制约核心遗产价值转化的瓶颈，应

从原生路径：文明的重现（历史意义）、次生路径：公

众的需求（现实意义）、再生路径：精神的升华（未来

意义）来入手。如在原生路径可利用“VR+互联网”

和“AR、MR+现实”等技术手段创新游览模式和展

示方式，实现遗址本体及周边环境虚拟性重建，打

造充满趣味性的虚拟考古发掘，在实现多元化展示

的同时避免对遗址真实性的破坏，让客户在线上和

线下都能够享受沉浸式体验，从视听层面增进对核

心遗产价值阐释的认知与理解；在次生路径可从时

装、美食、酒店和生活用品等衣食住行层面入手，加

大相关文旅层面的融合，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架

起核心遗产价值阐释与公众日常生活之间的桥梁；

在再生路径可从娱乐项目、实景演出、庆典活动等

实体互动模式入手，结合报刊、书籍、动漫、影视等

传统媒体渠道，利用好“两微一端”和短视频APP等

新媒体资源，加深核心遗产价值阐释在人们内心深

处的意象，实现人民对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精

神升华。

要而言之，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

的提炼、阐释和转化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

对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为什么要将

过去的物质遗存传承于后世等方面的不同见解，在

后世看来亦是一种人与物交流沟通行为的历史记

忆。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研究必然因

为学术认知的局限而存在一定的时效。设计合理的

监测和评估制度，按照考古的最新成果和受众的整

体反馈，对核心遗产价值进行持续的修订就显得非

常必要。此外，针对当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热潮，亦可从核心遗产价值的视角进行思考，在重新

审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限制性和稀缺性的基础

上，探讨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能上能下”淘汰机

制的可能。

作者简介：张冬宁，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

员。

（摘自《中国文物报》2020 年 05 月 19 日第 006

版，原标题《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如何阐释和转化其核

心遗产价值》）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