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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遗址文物保护的价值 1

社会价值维度是大遗址整体价值认知的重要探索。

对于大遗址来说，遗址内文物点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

艺术、科学价值。然而，当我们将大遗址看作是一个整

体遗产之时，其价值认知必然要超越其中个体遗产点价

值的评估，这就需要整体把握其在未来城市发展中的作

用与意义。有研究对大遗址社会价值的描述多从大遗址

保护利用可展示其历史文化价值，从而派生出遗产社会

教育功能，成为人们凭吊历史的场所；或是强调通过展

示利用开发为相关文化旅游产品，从而获得社会经济效

益等层面展开。事实上，城市大遗址可以在今天城市社

会转型发展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作为一种城市文化

资源，在创造性保护利用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超越遗址空

间范围的广阔社会影响，具有了更为复杂的社会价值。

2　大遗址文物保护的理念

目前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大遗址概念的理解，普遍

是将其外延局限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其实，一

些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具备了大遗址的内涵，其规模及

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文化价值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样重要，如山东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址、昌邑鄑邑

故城遗址、莒县莒故城遗址等等，也应归入大遗址的范

畴。考虑到各个遗址的保护级别和保护措施，可将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大遗址类遗址暂称为“国家级大

遗址”，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大遗址类遗址称为“省

级大遗址”。从目前全国的保护情况来看，许多省市已经

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部分古遗址和古墓葬列入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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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保护工作中。保护利用理念方面，国家和省级层面，

分别提出了按照国家和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理念做

好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工作 [1]。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代

表了不同市、县的历史与文化，随着文物保护工作的开

展，社会参与力量的增加，其中的古遗址、古墓葬也应

参照上级单位的保护利用理念进行保护利用。

3　大遗址文物保护的管理措施

3.1 确立正确的保护思路

从地理分布来看，大遗址主要分布在城镇区、村落、

城乡结合部以及野外农田，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

业结构的调整，使大遗址的周边环境保护需求要更加强

烈，对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大遗址，其保护理念及保护要求

也有所不同，因此在保护大遗址过程中，必须要确立正确

的保护思路及对策，应在确保大遗址完整且真实的基础上，

根据其背景及标准的差异来对可行的保护规划进行编制。

3.2 编制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是直接指导遗产地保护管理工作的

操作规范，具有权威性和规范性；是有特定职能的法规性

文件，具有法律效力。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属于城市规划

中的文物保护专项规划，内容涉及用地、居民、经济结构、

交通路网等多项调整，牵连城建、生态、交通等各项规划。

地方政府部门在组织编制大遗址保护规划时，需科学规划、

有效统筹、合理协调遗址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土地和

文化等资源，合理发挥各类资源对于社会和谐稳定的综合

效益，进而保障大遗址在城市快速建设、经济迅猛发展的

大背景下免受破坏，最终实现大遗址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

的互惠互利。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规定，将大遗址保护规划及时纳入所在地的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发展规划当中，并与生态保护、环

境治理、土地利用等各类专项规划相衔接，使大遗址保护

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成有效、科学、合理的统筹布局。

3.3 明确科学且可行的保护方法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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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在保护大遗址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现状保护，另一种则是回填保护，其中，

回填保护虽然在操作上较为便捷，但却要确保能够对保

护材料及方法进行有效应用，以此确保在回填后能够在

后续挖掘中保留上次挖掘时所遗留的信息。对于大遗址

保护工作来说，其是非常科学而严谨的，在大遗址中，

土、石、砖、木是其主要的构成材料，而对于土质遗存来

说，其更需要得到保护，这是因为土质遗存在建造工艺、

环境及地域上的差异，使其受到的侵蚀程度也有所不同，

同时其力学性能、容重等方面也有着相应的特殊性，而这

就需要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来保护土质遗址，将土质遗址

的抢救工作放在第一位，并对行之有效的抢救方法及材

料进行不断的研究，确保抢救方法及材料的科学而实用[2]。

在土质遗址保护方面，应以物理保护为主，但需要采用化

学保护措施时，必须要对其可持续保护以及遗址老化等影

响进行充分考虑。在保护砖石结构遗址时，则需遵循以我

为主、为我所用原则，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在文物保护中的

相关方法及材料，并结合我国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具体需求，

对大遗址的保护方法及材料进行适时创新与改进。

3.4 突出特色，适度利用，积极推进文旅产业持续稳

健融合发展

结合大遗址的区位、资源和环境优势，适度开发大

遗址旅游，通过发展休闲观光、研学游基地、生态农业、

乡村体验等项目，实现大遗址保护利用与相关产业协调

融合发展。

3.5 加强大遗址保护利用中考古工作的管理

合理安排考古发掘，充分发挥考古在考古遗址公园

展示、利用中的作用。根据大遗址的不同现状和特点，开

展考古调查研究与发掘，进一步丰富遗产内涵，这是保护

的前提。在具体工作中，首先是做好主动性调查、勘探和

发掘工作，确定遗址的范围、布局、性质等，做好前期学

术支持；其次要适时进行保护性发掘，弄清遗址的遗迹分

布、保存状况，明晰遗址的性质、内涵、价值等，为大遗

址保护规划的编制和具体保护工作的落实提供具体依据。

3.6 需结合保护规划要求来进行大遗址保护

在对大遗址的保护规划进行编制时，必须要严格执

行我国在保护规划编制中的规定及要求，体现出遗址评

估、保护范围、遗址安全、利用科学性与合理性、本体、

载体及环境保护的突出性，以此确保大遗址在完整性、

真实性与安全性等方面能够得到可持续保护。在大遗址

保护中，必须要明确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严格执行管

理要求，这也是保护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必须严格遵守，

考虑到建控地带管理及界限划定的要求不同，因此不能

进行一概而论。同时，为了防止人为保护和生产生活产

生矛盾，还要对土地置换方法进行灵活的运用，并对国

家相关政策进行有效落实，特别是在农田保护方面更要

如此，以此防止人为地导致的法规矛盾。

3.7 建立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保障体系

大遗址属公共资源，需要各级政府承担保护责任。

目前，大遗址保护资金来源包括 3 个方面：国家及地方

政府文物（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国家及地方政

府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社会捐赠和赞助资金。从国家

层面而言，每年下拨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

费”“中央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是大遗址保护资金的重

要来源。“专项补助经费”的分配和使用坚持“突出重

点、专款专用、加强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实行统

筹安排、分级管理、分级负责，接受财政、文物、审计等

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3]。“中央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重点

支持中央政府推动的大遗址本体保护示范工程，经费安

排优先考虑遗址本体保护需求，有较好的考古勘查工作

基础，已编制规划或规划纲要，宣传展示可行性强，地

方政府重视并有一定经费配套的项目。

4　大遗址文物保护发展趋势

遗产价值既具有客观性，是遗产本身内在属性，也

具有主观性，是在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被赋予的。大遗

址既是一处不可移动文物，也是附属文物的出土环境，

还是文化遗产完整性内涵的空间载体，对其价值的认知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保护利用方式方法随

时代而发展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大遗址的价值认知维度；

另一方面，新的价值认知也会推动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城

市协同发展 [4]。在中国，大遗址是构成我国古代文明史

迹中最为重要的类型，其“地上一无所有、地下气象

万千”的存在状态以及保护方法的复杂性使其价值认知

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历史、艺术、科学的范畴，有必

要引入社会学理论方法认知大遗址价值。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扩大已有城市，

还是发展新兴城市，都涉及地下文物保护，也就是大遗址

保护的问题。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物相比有更多的不可预知

性，具有占地面积较大、年代久远、历史价值丰厚等特

点。因此，做好城市化进程中的大遗址保护并充分发挥其

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卫红 . 推进符合国情的考古遗址保护利用之路

[N]. 中国文物报，2020-01-03（6）.

[2] 李扬 . 大遗址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D]. 武汉：华中师

范大学，2017.

[3] 吴冲，朱海霞，向远林，等 . 保护性利用影响下

的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空间演变——基于空间生产视角

[J]. 人文地理，2019，34（01）：106-114.

[4] 高玉宝 . 我国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相关问题的研究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2（23）：3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