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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文化遗产是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兴概念，

此研究领域属于文化线路概念的延伸。它重点着眼于线

形或带状的地理空间内，考察那些由于人类因特定目的

将不关联的城镇、村庄等多元素遗产串联起来形成的链

状文化遗存。通过对线性文化遗产的阐释，能够更好的

展现人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在这个链状区域之间的交流

互动。因此，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例如我国的长城、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以

及大运河已陆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前我国经

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建设大规模发展的背景下，线性文

化遗产面临着科学保护的挑战和活化利用的机遇。1

西安是中华文明的根脉城市，也是丝绸之路线性文

化遗产的重要组成节点。悠久的历史给西安留下了众多

具有至高性、唯一性的文化遗产，让西安享有了“中国

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誉。西安对相关线性文化遗产进

行保护有利于构建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丝路城市，促进

城市文化发展。本文将以西安为例，就西安市域内世界

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的保护利用作初步介绍和探讨。

一、西安线性文化遗产基本情况

2006 年 9 月，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丝绸之路跨国

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推进会议”，西安市的汉长安

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

兴教寺塔 5 处遗产点，因在丝绸之路从开通、发展到繁

荣、鼎盛时期独特的重要地位，被列入了首批丝绸之路

申遗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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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申遗工作正式启动后，西安市政府共投资 155

亿元，投入人员 6000 余人，完成了文物保护展示工程

100 多项，按照世界遗产的要求建立完善了各个申遗点的

展示陈列、申遗档案建立完善、遗产监测系统建设、社

会宣传等各项工作。完成了遗产区及周边环境整治面积

37.4 万亩，地面绿化 1.15 万亩。

2014 年 6 月 22 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 38 届世界

遗产大会上，西安市的 5 处遗产点作为“丝绸之路：长

安—天山廊道路网”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了

《世界遗产名录》。这表明中国线性文化遗产初步得到了

国际社会的认可，而且西安市作为线性区域中的一个重

要节点，市内的相关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将会直接

影响到整个线性区域内的其他相关文化遗产的展示与阐

释。这对西安市甚至是中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都提出了

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与此同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

带动下，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成为西安市的经济发展的重

要文化资源，是研究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典

型案例。目前，西安市通过进一步完善基础保护设施建

设、探索新的保护利用模式，已经将“丝绸之路”打造

成为彰显西安文化形象的重要载体。

二、西安市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情况

自丝路申遗成功以来，西安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工作，将大遗址保护利用“西安模式”与线

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相结合，提出了坚持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一盘棋的发展思路。丝绸之

路线性文化遗产中涉及的 5 处遗产点都得到了重点保护，

并且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展示相关历史文化内涵，与市

民和游客之间形成了良好互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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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城未央宫是汉朝的政治中心和国家象征，也

是丝绸之路的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起点。2010 年，围绕

未央宫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完成园区遗址公园区绿化、基础设施建设、拆迁区域补

充勘探、遗址保护及展示工程实施等工作，形成以宫墙、

城墙显现和考古发现的建筑遗址标示展示为主的遗址公

园总体格局，2013 年 11 月建成开放。2017 年，汉长安城

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名单。

2. 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是盛唐时期宏伟壮丽的宫殿建

筑群所留下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遗

址保护工程，其象征着丝绸之路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中原

文化精神。2007 年，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式

启动，重点完成了园区内考古勘探、园区绿化、遗址保

护及展示等各项工程，形成了以宫墙显现和中轴线上主

要遗址标志显示为主的总体格局，总投资达 120 亿元，

2010 年 10 月建成开放。同月，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入选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3. 大雁塔

大雁塔是西安市的地标建筑，展现了华夏文化与古

印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今，以大雁塔为核心的大雁

塔北广场、大唐不夜城，以浓郁的盛唐文化为主线，与

周边的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等以唐元素为主题

的旅游景区串联为一体，展现了古都西安多维度的城市

精神和文化意象，成为西安市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

4. 小雁塔

小雁塔是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并融入汉族

文化的典型建筑，与大雁塔一起成为唐长安城保留至今

的重要标志。以小雁塔为核心建设的西安博物院于 2007

年正式开放。西安博物院由博物馆、唐荐福寺遗址、小

雁塔三部分组成，是一座集文物收藏﹑科学研究﹑社会

教育﹑园林休闲为一体的城市博物馆，不仅展示的珍贵

文物，更以唐代千年古塔、悠扬的雁塔晨钟、秀丽的园

林景观而闻名，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5. 兴教寺塔

兴教寺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少陵原畔，是佛教法相宗

祖庭。寺内的兴教寺塔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及其弟子窥

基和新罗弟子圆测的舍利墓塔。兴教寺作为宗教场所，

由西安市宗教部门管理并对外开放，重点展现了佛教沿

丝绸之路传至长安后的发展及其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三、存在问题

根据以上介绍可以看到，长期以来，西安市因地制

宜，多措并举，勇于创新，在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

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线性文化遗产分布范围广，

而且不同遗产点之间的空间、时间和文化因素会互相影

响，导致仍然存在一些保护和利用方面的问题。其中最

为突出的就是保护利用工作往往涉及多区域、多部门，

统筹协调难度大。因此，在现有的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中，各遗产点重点都在阐释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而

缺少相互之间的协同与配合。对于丝绸之路这个线性文

化概念，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下是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

表现形态，特别需要不同的遗产点相互协作统一规划才

能较好的展示出来。为了确保丝路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

展，不仅需要做好遗产点本体的文物保护，还要建立统

一的管理标准，结合周边保护区划和缓冲区内的生态系

统管理，综合研究制定土地开发利用相关规划。

线性文化遗产对于西安市的文旅融合发展和经济社

会发展也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尚未充分发挥。借助丝绸

之路世界文化遗产，西安市应以增强城市历史文化的国

际影响力为目标，进一步改进与提高保护利用工作质量，

促进文创产业升级。今后，在利用国际文化名城的文化

资源助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值得深入

研究和探索。

四、对策建议

为推进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建议从国家层

面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拓展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

展示利用途径，对于线性文化遗产资源较丰富的地区给

予重点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加强线性文化遗产国际交

流合作，提升以线性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文旅融合产业规

模层次，激发文化旅游消费潜力，提升文化旅游内涵品

质。大力推进发展文创产业，在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前提

下，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采取多种方式开发文化创意

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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