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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
这些遗产分布广泛、数量巨大、内涵丰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科研、艺术和社会价值。
我国现存的大多数不可移动文物是处于遗址状态的，大遗址是构成我国古代文明史史迹的主体。
由于绝大多数大遗址的地面建筑已不存在，环境也早已今非昔比，故而其可观赏性相对于其他类型的
文物古迹要逊色不少，这也使得大遗址在以前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另一方面，由于大遗址一般都具有相当的占地规模，使其不仅要面对自然破坏力的严重威胁，还要承
受着因城市建设急速发展、生态环境恶化、不科学和不合理的资源利用等人为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这两方面的不利因素叠加，使得大遗址比一般遗址、遗迹的保护利用更具难度，可以说我国大遗址的
保护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世界遗产申报热潮的兴起，文化遗产开始得到政府和民众的
普遍关注。
2005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已把大遗址保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点列入“十一五”规划，国家文
物局编制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也将重大历史文化遗产地的综合性
保护列入了重点研究项目。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符合国际文物保护理念的大遗址保护起步较晚，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健
全；科技力量普遍不足，人才严重紧缺；管理和监督机制尚不健全，对大遗址保护的科学性问题认识
不足，缺乏从规划、保护到实施管理全方位的科学控制，有关保护实施的支撑体系尚未完善，因此研
究大遗址的科学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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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
这些遗产分布广泛、数量巨大、内涵丰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科研、艺术和社会价值。
我国现存的大多数不可移动文物是处于遗址状态的，大遗址是构成我国古代文明史史迹的主体。
由于绝大多数大遗址的地面建筑已不存在，环境也早已今非昔比，故而其可观赏性相对于其他类型的
文物古迹要逊色不少，这也使得大遗址在以前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另一方面，由于大遗址一般都具有相当的占地规模，使其不仅要面对自然破坏力的严重威胁，还要承
受着因城市建设急速发展、生态环境恶化、不科学和不合理的资源利用等人为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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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缺乏正确的观念态度　　首先是政府层面。
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的主体应该是各级政府，其对大遗址保护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保护工作的成效。
“在大遗址保护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政策倾斜、行政干预乃至更为重要的财力投入方面，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事情都比较难办。
”在有些地方，大遗址保护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各级政府应有的认识。
大遗址保护更多属于公益性投入，对地方政府来讲，其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强调的是发展地方经济
，看重的是眼前利益，考虑的是任内的政绩，因此往往忽视大遗址的保护，更不愿投入充分的资金，
往往将其视为包袱或干脆搁置不管。
有些地方已认识到保护大遗址的意义，但由于其规模巨大、数量众多，而为当前人力物力所限，全面
保护难度较大，由此导致对大遗址保护信心的匮乏。
此外，有许多地方官员甚至文物保护工作者缺乏对大遗址遗迹进行整体保护的理念认知，结果就是无
视当前大遗址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在完成政绩的功利心驱使之下，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争取经费，忙
于上旅游项目、做形象工程。
缺乏整体规划、无视环境影响，许多遗址即使做了局部处理，整体上也必然趋于支离破碎，有时甚至
造成保护性破坏。
这种盲目开发大遗址的做法严重破坏了遗址的本体及其环境风貌，不利于大遗址的保护，也损害了遗
产的长远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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