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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活态遗产是一种独特的世界文化遗产，它融合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价值与主观赋予的文化重要性。在中国，

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的指导原则正在逐渐从以物质保护为主的模式向更加注重文化价值保护的方向演变。

特别是对于活态遗产，这一趋势变得尤为明显。本文以活态遗产保护为视角，通过深入研究相关文献，

旨在揭示丽江古城目前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和优化保护策略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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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ing heritage is a unique form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blending objective historical value with 
subjective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China,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re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a primary focus on material conservation towards a greater emphasis on sa-
feguarding cultural value. This shift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when it comes to living heritage.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serving living heritage, aims to uncover the current developmen-
tal challenges in Lijiang Ancient Town, China, and propose improved and optimized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through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Keywords 
Living Heritage, Habitat World Heritage Sites, Protec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历史文化古城以其完整的历史和地理特色、独特的街区住宅和特殊的建筑工艺而著称，特别是像丽

江古城这种与自然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居民区，既是历史文化传承的承载体，又是文化现象的实际体验

的体现。丽江古城，因其悠久的历史、因地制宜的城市规划和独特的传统居住结构而闻名遐迩。然而，

这些传统的居住结构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游客和外来居民的需求，面临着危机。人们对乡村自然风光和

生活美好的向往，以及对现代建筑技术创造美好生活的期望，使传统村落的传承和再生成为现实。 
20 世纪九十年代，“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的概念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委员

(UNESCO)会首次提出。直到 2009 年，国际文化财产修复与保护研究中心(ICCROM)对“活态遗产”进

行了明确定义，即“保持原有功能的遗产”[1]。世界文化活态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始于欧洲国家的文化遗

产村落。例如，丹麦的 Lejre 村民建立了“活态历史博物馆”，以传承历史；在法国的科西嘉，建筑的保

护和改造也是基于“活态遗产”的理念。亚洲各国也默默地为本国的活态遗产进行保护，例如，日本的

水上町被纳入了国家重点规划项目，通过促进当地独特传统手工艺产业来振兴农村，以实现对传统村落

文化的保护与更新[2]。在中国，不论是浙江松阳的“拯救老屋行动”[3]还是最近在大运河沿线采取的一

系列“活态保护”措施[4]，都表明“活态遗产”在当今社会受到日益重视。 
保护世界遗产最重要的不仅是外部的保护，还包括内部文化和社会人文科学方面的保护，尤其对于

像古城区这样仍然保留着当地生活特色的遗产而言。尽最大努力保留原貌，不仅仅是对古城区建筑和可

见物质的保护，也包括非物质层面的保护，这一点更为复杂。因此，采用“活态遗产”的保护方法可以

更显著地促进古城区的保护，实现“活态延承发展”是古城区保护的最终目标[5]。 
丽江古城是云南省旅游业的重要支柱[6]。2021 年国庆节期间，尽管在疫情期间，丽江古城吸引了超

过 7.1 万名游客，这将对古城区造成何种程度的破坏可想而知。全球游客的大规模涌入给丽江原住民带

来了许多不便，街道和石桥上充斥着不断变化的游客身影，几乎占据了纳西族老百姓曾经享受的休闲空

间。众多游客的不断涌入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宁静，还导致了环境污染[7]。虽然丽江古城以其独特的地理

和历史吸引了许多外地人，促进了古城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破坏和人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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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减弱[8]。甚至一些外来的商人对丽江古城的文化了解不深，甚至存在误解，这直接对古城区的文化

产生了商业化和负面影响。 
本文以云南省丽江古城为例，以动态方式解读传统民居院落的形式，注入文化情感，进行实际反思，

从“活态遗产”保护的传承角度出发，探讨在积极应对现实环境、生活需求和经济发展、改善现代生活

的基础上，如何传承传统民居院落的文化遗产。 

2. 传统村落保护优化设计研究概述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重点对象是丽江古城，这座古城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时也是云南省的 5A 级风

景名胜区。丽江古城是中国古城建设的杰出代表，具有独特的特色和风貌，代表了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的

典型类型之一。 
单霁翔先生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能够发挥建造初始功能的文化遗产被称为“活态遗产”[9]。

丽江古城目前仍在发挥其最初的居住功能，而其原始功能得以相对完整地保留。因此，本研究以世界文

化遗产丽江古城为例，探讨当代社会在“活态遗产”视角下的古城保护与发展。 

2.2. 研究内容 

本研究主要通过收集和整理国内外相关案例资料以及深入阅读相关文献，旨在发现现代城市古城保

护存在的不足和问题。通过分析和整理相关图文资料，主要以景观设计、规划设计以及其他相关理论为

基础，提出解决对策和总结研究成果。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活态遗产”的保护与更新、丽江古城的特点，

以及对丽江古城的优化设计。 

2.3. 研究方法 

1) 文献阅读法：文献阅读法：通过深入阅读与“活态遗产”保护相关的论文、专著等文献，总结和

梳理其中的理论内容，并进行对比总结。从而将“活态”理论运用于研究内容，完善论文研究体系框架。 
2) 整理分析归纳法：对国内外相关历史文化街区的案件进行整理，梳理其保护手法，总结科学合理

的理论体系。通过案件的归纳整理，形成研究较为全面合理的方法，以找出研究问题最佳的解决途径。 
3) 对比分析法：对既有的古城区保护法进行整理，明确保护思路及方法，对“活态遗产”保护进行

综合分析，结合理论进行横向对比研究，突出“活态遗产”保护的特点和优势。 

3. 古城区保护与更新 

3.1. 既有的古城区保护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对古城区保护主要集中于失真式更新和冻结式保护两种保护方法上[10]。 

3.1.1. 大量仿古建筑的失真式更新设计 
随着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一些开发商为谋取高额收益，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了片面的开

发和改造。这种快速开发的设计方法对古城区造成了巨大破坏，不仅割裂了古城区传统街巷的结构，还

损害了建筑和空间的历史风貌。 
失真式更新有两种主要方法。一是将整个历史文化街区拆除并进行重建，摧毁了原有的历史文化遗

产，导致新建的历史街区变成了单一平面的景观。二是保留原有建筑，但替换了建筑的功能，将原有的

业态全部替换为娱乐和餐饮等旅游服务功能。这不仅导致古城区原有的文化特色逐渐消失，还导致原住

居民被迁出，损害了区域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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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维护古城区原真性的冻结式保护 
冻结式保护是目前备受文化保护专家支持的一种保护方法，它的确有助于维护古城区的原真性。然

而，如果一直采用这种方法，将导致我们的保护思想僵化，使文化遗产的保护观念停滞不前。此外，随

着城市的发展，如果没有引入新的修复技术、功能和保护理念，古城区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更新发展时机，

导致古城区与城市发展脱节，使古城区的历史文化遗产逐渐失去活力和价值。这实际上并不是对古城区

的有效保护。 

3.2. 可持续式活态遗产保护法 

国际文化财产修复与保护研究中心(ICCROM)于 2002 年至 2003 年启动了“活态遗产地(Living Her-
itage Sites)项目”，并于 2009 年出版了《活态遗产方法手册(Living Heritage Approach Handbook)》。该手

册描述了 ICCROM 的核心专家 Gamini 博士对活态遗产的思考和在活态遗产项目中的实践经验。在该手

册中，活态遗产的定位更加清晰：“活态遗产是由历史上不同的创作者创建并仍在使用的遗址、传统以

及实践，或者有核心社区在其中或附近居住的遗产。”[11]这种遗产将继续发挥其最初的使用功能，因此

如何保护这种使用功能成为活态遗产的关键关注点。 
活态遗产注重的使用价值与之前关注的价值观念有显著不同。以前，人们更多地将世界遗产视为具

有独特功能的空间，主要强调其作为景观和观赏价值的提供者。而活态遗产强调的保护性使用价值不仅

包括观赏空间的使用价值，还包括文化精神层面的使用价值。通过保护整个有形和无形的地域传统文化

空间，设计更新以维持其使用功能，从而延续并传承世界遗产本身的文化底蕴。 

3.3. 活态遗产的方法及其目标 

活态遗产保护方法(Living Heritage Approach，简称 LHA)是一种基于遗产社区化的管理保护方法，旨

在对与遗产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人群进行管理和保护。这一方法将这些人群分为核心社区、外围社区和保

护专家三类(图 1)，其分类基于他们与遗产的紧密程度[12]。 
 

 
资料来源：维治索瑞亚博士在 CBH10 课程讲稿 

Figure 1.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LHA Heritage community grading 
图 1. LHA 遗产社区分级示意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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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遗产有着直接而且长久联系的这类群体被统称为核心社区，他们居住在遗产空间中(有可能不住在

其中)，对核心社区而言遗产是独特不可代替的空间场所，而他们本身在遗产诠释自身文化中起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是遗产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除核心社区和保护专家之外，还存在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商

家、外来常住人口、游客等等，被归类为外围社区。这些外围社区与遗产的联系较为表面，且不太持久，

因此在遗产保护决策中拥有较低的话语权。虽然需要考虑外围社区的利益，但若出现利益冲突，核心社

区的利益应被首先考虑。此外，还存在保护专家，他们的角色更多是协调和促进各社区之间的合作，同

时在保护遗产的同时尊重各社区的文化选择[12]。 
活态遗产保护法的首要目标是保持世界遗产的活态性，同时管理遗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因为这

些变化本身也构成了遗产的一部分，因为这些变化本质上也构成了遗产的一部分，是历史文化传承中不

可或缺的要素。 
自 2011 年起，“活态遗产——促进以人为中心的保护方法”已成为 ICCROM 最新有关活态遗产的

项目名称。这一项目强调了社区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突显了核心社区和外围社区的参与

对于维护和发展世界文化遗产价值至关重要。 

4. 丽江古城传统村落保护优化设计 

4.1. 丽江古城区发展现状及突出问题 

4.1.1. 旅游环境受到威胁 
作为中国旅游大省云南省中非常重要的五 A 级旅游景区，丽江古城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成就。然而，这一发展也给古城的环境带来了重大挑战，涉及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商业环境的

各个方面[13]。 
最显著的问题之一是丽江古城的水环境。水体受到了污染，水资源逐渐减少，水质明显下降，导致

整体的水景观价值降低[14]。这些水环境问题不仅对当地经济造成了限制，还妨碍了丽江古城水景的观赏

价值提升，对游客开展与水有关的各类景观活动也构成了制约。 
与之相关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丽江古城的社会文化环境。丽江古城的文化可以分为有形文化和无形文

化两个方面。有形文化指的是城市的外部可见的建筑空间环境，而无形文化则包括丽江古城重要的文化

内涵和历史传承。本土文化受到旅游业的巨大影响，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仅侵蚀了文化方面，还对居民的

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外地人搬进丽江，原住居民也越来越多地搬出古城，同时，古城内的

旅游产品也受到商家不当操作，出现与其他地方雷同的现象，这一切引起了广泛的担忧。 

4.1.2. 风貌保护面临矛盾 
1) 丽江古城一直以来都以“原真性、朴实性、生活性”的特征闻名，作为纳西族的家园，又是旅游

胜地，怎样设计去平衡当地居民与大量游客之间不同需求成为一大矛盾点[15]。 
2) 想要留住遗产的原真性，就需要留住原本居住于此的原住民，但遗产的原真性又约束了原住民对

生活便捷的现代化需求，这产生了一大矛盾点，同时这一矛盾点也是世界范围内对遗产保护进行更新设

计的难题。 
3) 二十大中强调我们要保持文化自信，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学以致用，历史上

的丽江在与各族人民的交流中既能兼容多元文化又能不失自我保持自生特色，而现如今由于游客和外来

人口的大量涌入，文化出现异化现象，如果任其发展必将会造成原有文化的消退。 

4.2. 活态遗产保护优化设计 

通过进行优化设计，旨在进一步提升丽江古城区的保护水平，以更全面、清晰地呈现丽江古城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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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风貌。借鉴活态遗产保护理念，我们可以确定丽江古城的核心社区主要由当地的纳西族原住民组

成(见图 2)。在优化设计过程中，我们将注重强调地域特性以突显场所精神，并从纳西族的日常生活风貌

中提取人文元素。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Lijiang Ancient Town community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LHA 
图 2. 基于 LHA 丽江古城社区分级示意图② 

4.2.1. 强调地域性的场所精神 
对自然的热爱、崇拜和利用，使得纳西族在长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适合自己民族发展

的和谐生活方式[16]，由于丽江古城拥有冬暖夏凉的宜人气候环境，当地的原住居民喜欢在户外活动，这

为他们的社交和生活方式提供了丰富的半开放和开放式空间。这种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深刻反映了地域

文化的特征。在丽江古城的优化设计中，必须充分体现这一地域性场所精神，以为核心社区创造出与其

生活方式相契合的空间环境。 

4.2.2. 突出纳西族的人文要素 
在千百年的历史中，丽江古城积淀了独具特色的人文环境元素。因此，在丽江古城的优化设计中，

不仅需要对核心社区的实际生活场所进行细致的改进，还需特别强调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传统人文环境建

构，同时通过教育和文化引导对周围社区的影响。在专家指导下深入理解纳西族的历史文化。这一过程

以纳西族的有形和无形文化为主要依托，结合周边社区的互动，将人文要素有机地融入景观设计中，从

而创造出不仅具备地域特性，更凸显丽江本土特色的空间环境。 

5. 结语 

在 2022 年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性。丽江古城作

为我国的重要世界文化遗产，亟需积极促进其高质量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以为人民提供更美好的生活

体验。这包括深入挖掘和充分展示丽江古城作为世界遗产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其

在坚定文化自信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彰显世界遗产的魅力，巩固文化自信心。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对于与丽江古城类似的古城区，需要深入思考如何与城市发展相协调，同时确保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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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当前的研究论述明显无法满足对于丽江古城保护与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

研究，以提出更具深度的设计和创新方案。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 

注  释 

①图 1 来源：引自参考文献[12] 
②图 2 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2]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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