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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培训班　　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同志们：　　经过认真准备，《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培训班今天正式开班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它的作用十分重要。我代表
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对热心支持并为培训班的举办做出积极努力的河南省文物局、
洛阳市人民政府、洛阳市文物局、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和龙门石窟研究院以及为培
训班提供资金资助的美国盖蒂基金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家知道，《准则》是在国家文物局的领
导下，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也就是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组织古代建筑、考古
、遗产保护和遗址管理等领域的中国专家，与美国盖蒂保护所和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的专家一起，
在2000年共同编制完成的。它总结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经验，立足于中国文物古迹
保护现状，同时吸收了国际保护科学发展的先进理念，成为一部具有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文物古迹
保护的行业规范。　　为了促进《准则》的推广应用，国家文物局与美国盖蒂保护所合作，分别在敦
煌莫高窟和承德避暑山庄开展了《准则》应用试点项目，通过具体的实践操作，示范并检验《准则》
的各项条款，验证它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同时，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委托清华大学编写了《中国文
物古迹保护准则案例阐释》，以实际工程案例逐条对照解释《准则》的条文，示范《准则》在实践中
的应用，以加深对《准则》内容的理解，从而更加准确地实践《准则》提出的保护原则。　　七年来
，《准则》已逐渐为广大文物工作者所了解和接受，在各地的工作实践中正在发挥作用。可以说，《
准则》是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发展中的一部重要文献，体现了中国在文物保护领域的知识、理念、方法
和技术上取得的新成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相对于《准则》的编制，《准则》
的推广培训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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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迹遗址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培训班》收录了专家授课的提纲与学员
交流的材料，以及培训大纲和培训班相关资料，并附录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和《北京文件》
全文。2007年10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举办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培
训班。培训采取了专家授课与实地考察、经验介绍与学员交流相结合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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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培训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序二　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培
训班结业仪式上的讲话 第一部分　培训大纲和授课提纲　培训大纲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特
点（提纲） 　文物建筑测绘　历史的启示——中国文物古迹保护的历史与理论 　关于考古遗址的保
护管理问题（提纲）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程（提纲） 　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的制定——案例
研究：莫高窟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在文物建筑本体保护设计与施工中的应用及违背《准则》
的案例分析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在遗产管理中的应用——以敦煌莫高窟游客与日常管理为例
　古遗址保护工程实践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案例阐释（提纲）
　关于文物保护工程管理现状的思考（提纲）第二部分　经验介绍　加强保护，科学发展——龙门石
窟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经验介绍 第三部分　交流研讨　价值评估、文化线路和申遗定位——以历史文化
名城武汉考评和大运河遗产概念研究为例 　中外合作殊像寺文物保护项目情况及保护与利用概念性计
划介绍 　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监测系统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在文物建筑保护设计中
的应用——以垟坑石塔调查评估为例　考古遗址的保护实践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从安徽
六安双墩一号汉墓的考古发掘及王陵区的保护谈起 　龙门石窟的监测和保养维护——《中国文物古迹
保护准则》的应用　对古壁画修复工作的一点反思 　在文物保护实际工作中践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
准则》——以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的保护为例 　麦积山石窟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及其采取的相应措施 　交河故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介绍　杭州余杭南山造像维修保护工程一期现场保
护情况介绍 第四部分　培训班相关资料　课程安排　教员名单　学员名单　会务组名单　《中国文物
古迹保护准则》培训班学员调查问卷表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培训班总结 　The Report of the 
“Principl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Sites”Training Course附录1　中国文物古迹保
护准则附录2　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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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培训大纲　　第一章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概述　　第一节 《准则》编制的目的　　一、
总结中国文物保护的实践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是在中国文物古迹保
护实践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案例阐释》指出：“中国近代的文物古迹保护
的观念和方法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专业建筑师的主持下，整修了一批古建筑。50年代至90年代，
保护、整修的项目大量增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若干值得探讨的保护理论。目前通过总结经
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物古迹保护理论，在大多数从业人员中取得共识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
、统一思想。解决文物保护原则的争议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使得长期以来中国的文物保
护工作表现出更侧重于实践的特征。工匠的传统和对古代伟大文明和文化成就的敬仰，造成了在古代
建筑的维修中强调复原的倾向。对保护对象艺术完整性和艺术价值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其历史价值和
历史信息保护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整旧如旧”还是“整
旧如新”的讨论，促进了对文物保护理论的思考。但长期以来观念上的分歧始终没有得到统一，《准
则》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种对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在原则上的分歧，使其作为行业标准，而
达到对文物古迹核心价值的保护。　　三、制定中国文物保护的工作程序　　保护程序是《准则》的
核心内容之一，科学有效的程序是实现对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保护，并保持其价值的延续
性的保障。保护程序包括六个基本步骤：“依次是文物调查、评估、确定各级保护单位、制定保护规
划、实施保护规划、定期检查规划。原则上所有文物古迹都应当按照此程序进行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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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那么一两篇还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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