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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21日在西安闭幕，会议就文物古迹的

“周边环境”保护问题通过《西安宣言》。 据介绍，《西安

宣言》对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提出了

评估、管理和保护办法，并要求通过立法、政策制定、规划

和管理等方式进行干预，以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

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 “这个文件的诞生体现了国际

古迹遗址保护理念的新变化。”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席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说。 “过去提到文物保护，一般是

指对文物本体的保护，比如加固一座古建筑、清理一座石窟

、发掘一处城址等等。”张柏说。“但是近年来，来自世界

各地的信息都表明，古迹遗址周边环境的飞速改变正在对它

们的文化价值构成巨大的冲击。这一趋势在发展中国家表现

得尤为突出。” “过去站在北京什刹海的后门桥上一眼可以

看到几十公里外的西山，沿着这条视线走廊是尽显北京特色

的红墙、灰瓦、碧水、柳荫。在什刹海周边还有卖艺的、做

小买卖的。”张柏说。“但是现在，西山看不清了，天际线

乱了，人文特色也消失了。虽然后门桥保护下来了，但由于

环境的改变，文化价值已大大降低。” 根据《西安宣言》，

凡是对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价值构成影响的自然、

人文、社会、经济环境都将被看作是文物本身的一部分；而

在具体的文物保护实践中，则要加入环境干预的内容。 “现

在，我们在进行铁路、公路等基本建设时会考虑微震对古代



遗址的破坏，在进行城市规划时会以最佳的方式去体现城市

中历史遗迹的美感，甚至还会通过治理空气污染去优化文物

的存在环境。”张柏说。 “《西安宣言》的诞生得益于本次

大会期间召开的‘古迹遗址及周边环境－－在不断变化的城

镇和自然景观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科学研讨会，来自85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提出了诸多案例与经验。”国际古迹遗

址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佩赛特说。 佩赛特尤其肯定了中国政府

和专家在文物环境保护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绩。他此次来到

西安看到了大雁塔周围被复原的唐代风格建筑和园林，看到

了明城墙周围的危旧房已被拆迁，并建设了环城河和环城绿

化带，看到了唐代大明宫遗址开始向公众开放。他说：“这

是中国各级政府、文物部门、学者和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 佩赛特说：“在保护文物和发展经济方面是有一个平衡点

的，但有时为了保护文物而牺牲经济的做法是必要的，更何

况保护文物本身就是发展经济”。 对于《西安宣言》的发表

，不少中国学者表示“很受鼓舞”。西安市社科院副院长李

骊明说：“它是人类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进入新阶段的标

志，也是中国作为世界文物大国在国际文物保护规则制定上

的一份贡献。” 对于《西安宣言》的权威性，张柏表示，宣

言虽然是非强制性的，但它作为行业共识将慢慢渗透到政府

和公众的观念中，并最终影响立法。附：《西安宣言》全文

《西安宣言》关于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保

护（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于2005年10月21日在西安

通过）导 言应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邀请，我们于2005

年10月17日至21日在古城西安召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

届大会并庆祝该组织成立四十周年，回顾她为维护和保护作



为可持续和人文发展的一部分的世界文化遗产所作出的长期

努力；得益于大会期间召开的“古迹遗址及其周边环境在不

断变化的城镇和自然景观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科学研讨

会上所交流的众多案例和反思，以及得益于中国和各国政府

、研究机构和专家关于在加速变化和发展的条件下充分保护

和管理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诸如古城、自然景观、

古迹路线和考古遗址）的经验；注意到《国际古迹遗址保护

及修复宪章》（即《威尼斯宪章》，1964年）以及该宪章所

引发产生的其他许多文件中所体现出的对古迹遗址周边环境

保护的国际的和专业领域内的兴趣这种兴趣尤其是通过国际

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国家委员会和国际委员会表现出来，并体

现在《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年）和其他国际会议所通过

的结论和建议中，诸如：《会安宣言保护亚洲历史街区》

（2003年）、《恢复巴姆文化遗产宣言》（2004年）以及《

汉城宣言亚洲历史城镇和地区的旅游业》（2005年）；注意

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中关于“周边环境”的概

念，包括《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

（1962年）、《关于保护受到公共或私人工程危害的文化财

产的建议》（1968年）、《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

用的建议》（1976年）、《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2003

年），尤其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

及其执行性原则在这些文件中，“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

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也为国

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

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强调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

应对由于生活方式、农业、发展、旅游或大规模天灾人祸所



造成的城市、景观和遗产路线急剧或累积的改变；有必要承

认、保护和延续遗产建筑物或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的有意义的

存在，以减少上述进程对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意义、价值、

整体性和多样性所构成的威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

大会的代表特此通过如下有关原则和建议的宣言，并将它告

知所有能够通过立法、政策制定、规划和管理等途径促进宣

言目标实现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中央和地方政府、

机构和专家，以便更好的保护世界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

域及其周边环境。承认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重要性和独特性

的贡献1 、 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指的是紧

靠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和延伸的、影响其重要性和

独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组成部分的周围环境。除了实

体和视角方面的含义之外，周边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

的相互关系；所有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精神实践、习俗

、传统的认知或活动、创造并形成了周边环境空间中的其他

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前活跃发展的文化、社会、

经济氛围。2、 不同规模的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包

括城市、陆地和海上自然景观、遗址线路以及考古遗址），

其重要性和独特性在于它们在社会、精神、历史、艺术、审

美、自然、科学等层面或其他文化层面存在的价值，也在于

它们与物质的、视觉的、精神的以及其他文化层面的背景环

境之间所产生的重要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一种有意识和

有计划的创造性行为的结果、精神信念、历史事件、对古遗

址利用的结果或者是随着时间和传统的影响日积月累形成的

有机变化。理解、记录、展陈不同条件下的周边环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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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边环境进行定义，需要了解

遗产资源周边环境的历史、演变和特点。对周边环境划界，

是一个需要考虑各种因素的过程，包括现场体验和遗产资源

本身的特点等。4、 对周边环境的充分理解需要多方面学科

的知识和利用各种不同的信息资源。这些信息资源包括正式

的记录和档案、艺术性和科学性的描述、口述历史和传统知

识、当地或相关社区的角度以及对近景和远景的分析等。同

时，文化传统、宗教仪式、精神实践和理念如风水、历史、

地形、自然环境价值，以及其他因素等，共同形成了周边环

境中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价值和内涵。周边环境的定义应当十

分明确地体现周边环境的特点和价值以及其与遗产资源之间

的关系。通过规划手段和实践来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5、 可

持续地管理周边环境，需要前后一致地、持续地运用有效的

法律和规划手段、政策、战略和实践，同时这些方法手段还

需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管理背景环境的手段包括具体的立

法措施、专业培训、制定全面保护和管理的计划以及采用适

当的遗产影响评估系统。6、 涉及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

区的周边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原则，应规定在其周围设

立保护区或缓冲区，以反映和保护周边环境的重要性独特性

。7 、 规划手段应包括相关的规定以有效控制外界急剧或累

积的变化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重要的天际线和景观视线

是否得到保护，新的公共或私人施工建设与古建筑、古遗址

和历史区域之间是否留有充足的距离，是对周边环境是否在

视觉和空间上被侵犯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土地是否被不当使用

进行评估的重要考量。8、 对任何新的施工建设都应当进行

遗产影响评估，评估其对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及其周



边环境重要性会产生的影响。在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

的周边环境内的施工建设应当有助于体现和增强其重要性和

独特性。监控和管理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的变化9、 古建筑

、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发生的变化所产生的个别的

和积累的影响，以及这种变化的速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

一过程必须得到监控和管理。城乡景观、生活方式、经济和

自然环境累积或急剧的改变可以显著地、不可挽回地影响周

边环境对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重要性所作出的真正贡

献。10、 应当管理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变

化，以保留其文化重要性和独特性。管理古建筑、古遗址和

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的变化并不一定需要防止或阻挠其发生

变化。11、 进行监控，应当对识别、衡量、组织和补救古迹

遗址的腐蚀、重要性消失或平庸化所采取的途径和行动加以

明确，并就古迹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展陈活动提出改进措施

。应当制定定量和定性指标，评估周边环境对古建筑、古遗

址和历史区域的重要性所产生的贡献。监控指标应当包括硬

性指标，如对视野、轮廓线和公共空间的侵犯，空气污染、

噪声等，以及经济、社会或文化等层面的影响。与当地、跨

学科领域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增强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的

意识12、 同当地和相关社区的协力合作和沟通，是古迹遗址

周边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和

管理周边环境方面，应当鼓励不同学科领域间的沟通，这应

当成为一种公认的惯例。相关的领域包括建筑学、城市和地

区规划、景观规划、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文化学

、博物馆学、档案学等。应当鼓励与自然遗产领域的机构和

专家的合作，这应当是对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及其周



边环境进行确认、保护和展陈的有机组成部分。13、 鼓励进

行专业培训、展示、社区教育和公众意识的培养，以此支持

各种合作和知识的分享，促进保护目标的实现，提高保护手

段、管理计划及其他相关手段的效率。应当借鉴从个别古建

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保护中获得的经验、知识和手段，应

当被用来改进周边环境的保护。专家、机构、当地和相关社

区人员应共同担起责任，充分认识周边环境在各方面的重要

性；在做决定时，应该充分考虑周边环境有形和无形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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