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北京文件” 

 

 

（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于 2007 年 5 月 28 日在北京通过） 

  

  

背景 

中国国家文物局、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国际遗址理事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中心于 2007 年 5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

与实践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针对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30 届大会（维尔纽斯）就北京故宫、

天坛和颐和园当前的修复工作所提出的关切与建议进行了研讨。此次会议也是针对遗产保护

原则和实践所产生的争议展开的一次后续行动，而这些遗产体现出不同的文化与传统。代表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合来自下列国家共约 60 余名专业人员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科特

迪瓦、芬兰、法国、德国、伊朗、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蒙古、菲律宾、韩国、太过、英

国和美国。会议议程包括考察并讨论目前正在进行的北京 3 处世界遗产地的修复工作。 

与会代表对中国国家文物局的盛情邀请以及会议和现场考察期间所有相关单位提供的热情

的接待、清晰地介绍与畅所欲言地讨论活动表示感谢。此外，在听取了审议内容和考察了北

京的世界遗产地之后，与会代表通过了以下文件其中包括对北京世界遗产地正在进行的修复

工作所提出的建议，以期使这一文件不仅有助于上述遗产地的保护，而且为地区合作奠定基

础，从而更好地制定针对东亚地区其他古迹遗址保护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指导原则。 

  

保护原则 

2007 年 5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北京举行的此次国际研讨会讨论了文物建筑保护和修复的理

念与实践，其中特别就北京的 3 处世界遗产地案例进行了研讨。此次会议回顾了有关保护理

念与原则，包括 2000 年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颁布的《中国文物

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中国准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2 年通过的其他一建议宣言

文件，相关国际会议通过的决定，以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国际宪章合文件，如《威

尼斯宪章》（1964 年）、《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 年）、《古迹、建筑群和遗址的记录准则》

（1996 年）、《木结构古建筑保护准则》（1999 年）、《国际文化旅游宪章》（1999 年）、《壁画

保存、保护与修复准则》（2003 年）、《建筑遗产分析、保护核结构修复准则》(2003 年)、《西

安宣言——关于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保护》（2005 年）以及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澳大利亚国家委员会通过的《巴拉宪章》（1999 年）。此外，各国遗产保护机构自现

代保护运动发起以来从各国保护实践中以及从世代相传的文物建筑保护的传统做法中总结

的原则合经验，也在此次会议上受到了关注。 

  

文化多样性与保护过程 

正如《奈良真实性文件》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文化多样性世界宣言》（1999 年）所主张的，

文化遗产的根本特征是源于人类创造力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精神和思想丰富性的体

现，也是人类遗产独特性的组成部分。因此，采取审慎的态度至关重要。在修复过程中保留

其历史的和有形与无形的特征。 

现代保护理论可以被视为涵盖决策过程的方法论，这一决策过程从认知遗产资源的重要性和



价值开始，并构成采取相应保护处理的依据。认知过程必须建立在包括研究、咨询和传统等

各种来源的基础上，以获得对该遗产地及其重要历史积淀层的充分理解。考虑到各个遗产地

的文化和历史特性，修复工作不能不经过适当的论证和认知，就按照固定的应用方式或标准

化的解决方法进行。 

  

档案记录与信息资料 

在开始供任何干预工程或修复项目之前，应制定一项行动计划，明确所依据的理论方法，并

详细说明如何进行实施与监督。这些计划需要得到相关遗产管理部门的批准。文物建筑及周

边环境本身应被视为信息的基本来源，并补充以档案资料和传统知识。理解这些复杂的信息

来源是确定开展包括保养和维修在内的任何保护工作的前提。文物建筑及其周边环境的保护

工作应该被视为一个跨学科的过程，诸如建筑学、工程学、历史学、材料和结构的科学方法、

以及社区的利益攸关者，包括传统知识等。遗产地的认定和调查过程包括对该遗产地及其周

边环境进行详细的勘察并予以登记造册，此类调查需对所有的历史遗迹和痕迹进行查核。 

文化遗产管理者负责确保做好重组的档案记录，并确保这些记录的质量和更新，不断做好档

案记录应是任何保护以分析报告和评估报告的形式呈现，配以图纸、照片和绘画等，这应当

是任何修复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修复工作的每一个阶段以及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都应记录

归档。在修复项目完成后的合理时限内，应准备并出版一份报告，总结相关的研究、开展的

工作及其成果。报告应存放在公共机构的档案室，得以使研究人员参考使用。报告的副本应

存放在原址。 

  

真实性 

通过对《奈良真实性文件》、《中国准则》以及《实施世界遗产共约操作指南》等文件的回顾，

与会代表强调了在实践中贯彻文件所述内容原则的必要性，尤其对《奈良真实性文件》中第

9 段和第 13 段的内容给予了特别重视。真实性可以作为理解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文物建筑与遗址本身作为信息的来源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体现在诸如形式与设计、原料与材

料、用途与功能、位置与环境，以及传统知识体系与记忆、精神与感情等因素中。任何维修

与修复的目的应是保持这些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完好无损。在可行的条件下，应对延续不断的

传统做法予以应有的尊重，比如在有必要对建筑物表面重新进行油饰彩画时。这些原则与东

亚地区的文物古迹息息相关。 

  

完整性 

《中国准则》明确指出，保护遗产地不得改变其历史原状。这是特别针对历史建筑群，如古

代宫殿建筑群的完整性条件而言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指出，完整性可定义为

“衡量自然和/或文化遗产及其特征的整体性和无缺憾性”。它应考虑到体现遗产重要性和价

值所需的一切因素。对一座文物建筑，他的完整性应定义为与其结构、油饰彩画、屋顶、地

面等内在要素的关系。为了保持遗产地的历史完整性，有必要使体现其全部价值所需要因素

中的相当一部分得到良好的保存，包括建筑物的重要历史积淀层。正如《西安宣言》中所强

调的：“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指的是紧靠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延伸

的、影响其重要性和独立特征或是其重要性和独立特性组成部分的周边环境……理解、记录、

展陈周边环境对定义和鉴别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重要性十分重要。” 

  

保养和维修 

保养和维修的目的是保证古遗址保持良好的状况。这一工作应当基于对该财产的真实性和完

整性的明确认识和尊重。定期的防护保养至关重要。材料和结构的替换或更新应保持在合理



的最小的程度，一边尽可能多地保留历史材料。所有的工程均应做恰当的档案记录。只有在

需要采用相应的措施，替换腐朽或破损的构件或构件的某些部位，或需要修复时，方可进行

更换。在维修木结构时，选用替换木材应适当尊重相关价值。新的构件或新构建的某些部分

应用相同的树种制作，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则应与被替换构件保持相似的特性，这一点至

关重要。从现场拆移下来的任何重要材料均应予以保存，以供研究和教学之用。 

  

木结构油饰彩画的表面处理 

建筑外表及其面层是古迹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审美和工艺价值。建筑表面同时

构成文物建筑的保护层，对这些表面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定期保养。然而，这些表面易遭风

化、磨损，经常需要维修。同时，建筑表面的丰富是建立在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审美成

就以及从古至今所使用的材料和工艺的多样性的基础之上的。在许多情况下，工艺技术和材

料会经历多个世纪保持不变。尽管如此，每个阶段也都具有特殊文化背景价值，这些都体现

在匠师们的杰作之中。这正是木结构表面油饰彩画的情况。因此，在保护中首先要关注的是

应当尽可能多地保留表层材料的真实性，涉及到重新油饰彩画的决定应当首先通过科学分析

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以揭示有关原始材料和工艺、历史上的干预、当前状态以及宏观和微

观层面的腐朽机理等方面的信息。适当的传统技术和工艺应在任何可行的条件下加以应用。

传统材料和相关知识也应得到不断研究，以增进对技术工艺的认识，并改善对其应用。新材

料和新工艺只有在经过试验并被证实之后方可使用，而且决不能对遗址造成破坏。 

  

重建 

《中国准则》规定，不复存在的建筑一般不应重建。只有在特许情况下，才可有选择地对个

别建筑在原址上进行重建。只有在经过具有扎实学问和严谨判断力的专家组和/或相关人士

确定后，依据确凿的情况下方可进行。在确定有利于遗址的完整性、保护状况和/或稳定性

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进行局部重建。不过，如果遗址本身的现状已具备某种重要性，或档案

和实物遗存不能为重建目的提供足够的信息资料，则不应考虑重建。重建不得伪造城市环境

和景观，或破坏现存的历史肌理。在任何情况下，重建的决定都应是与相关社区进行协商后

的结果。对与重建相关的所有问题进行补充性讨论将有助于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管理 

保护规划是管理遗址以及进行保护干预工作和展陈的基础。遗产地管理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将其纳入相关城乡规划法规和规划过程中，并需要多学科之间的合作。

在制定保护规划及其之后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明确并遵循公开透明的决策程序。遗址管理体

制和手段须完备，以实施管理规划。对遗址的重大干预应在充分研究基础上制定的详细行动

计划的指导下进行，该计划对实施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做出明确规定。遗址管理体制

及其手段必须日复一日反复强调定期保护与保养、监测、风险管理和遗址展陈的必要性。 

  

展陈和旅游管理 

针对游客的展陈是保护过程中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涉及对遗产地游客承载能力的分析，以

及在讲述故事、展出物品和展现为保护做出努力时所用的方法和媒介。游客对遗址价值有所

了解，就会享受参观过程，并因此关注这些遗产地及其保护。可持续的旅游管理需要纳入遗

址管理体系中。旅游信息、媒体兴趣、旅游流量和影响时一切保护项目（无论其大小）需要

考虑的重要因素。众多遗产地面临的巨大旅游压力需通过进一步规划和细化管理，来避免或

降低目前明显的负面影响。 

  



培训 

培训是可持续性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机构应当将制定涉及必要学科和技术

的培训战略纳入其政策中。针对世界遗产地的培训应着眼于《世界遗产全球培训战略》中所

体现的三个主要领域，即：《世界遗产共约》的实施、世界遗产地的管理以及为更好保护世

界遗产地对保护方法和技术的改进。培训项目应利用现有技能、当地智慧和各阶层专业知识

的优势，包括高校和地区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与诸如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中心、国际古

迹遗址理事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要特别重视提倡

传统技能以及有关建筑工艺和其他传统技能知识的传承与抢救。这可能涉及在国家或地区层

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便对上述知识进行鉴别与记录，并将其纳入相关学校和培训中心的

教育和培训计划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