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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线路》

内容概要

《文化线路-有形与无形之间》，本书包括绪论、“文化线路”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文化线路理论构建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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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援，建筑学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曾留学德国勃兰登堡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并获硕士学位。
生平简述：一介书生，两袖清风，三度辞职，四处碰壁，六梦浮生，十国游历，百年太短，只争朝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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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中海文化遗产中的葡萄树与葡萄酒文化线路，历史性地创造了地中海线路的动态联系。这种联
系创造了持续时空里富有成效的交流；它的整体价值大干所有部分之和，而正是这一价值具有意义；
它说明了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和对话；它揭示出发展和丰富其原始功能的多元维度，即在有些情况下
是宗教性的，或者是商业性的，抑或是礼仪性的等等。　　地中海文化遗产中的葡萄树与葡萄酒文化
线路，可视为一个动态类型的文化景观，如同1972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公约》配套的
《实施指南》里描述的那样；　　一条文化线路的鉴定必须就自身的情况而定（地区性、国家性等等
），基于一系列有利点、有形元素以及线路自身意义的证明；　　在所有情况下（地区、国家等等）
证明线路的真实性必须有赖于文化线路的意义及其传递的信息；　　会考虑每部分（地区的、国家的
和国际的）确定的因素和当前的使用情况，当然也包括对核心发展的期待；　　线路的建立会从它的
自然形式以及象征生和无形维度予以考虑。　　（6）《Guanajuato结论》　　1999年10月墨西
哥Guanajuato，CIIC国际专题讨论会。会议产生了《Guanajuato结论》，其内容如下：　　遵循由CIIC
在之前国际会议准备的文件内容，以及提交的论文和研讨会上的辩论，采用下列结论：认可文化线路
具有普遍多元性，因为：①它们是各民族之间文化碰撞和相遇的见证，是时空里知识的转移和文化的
交叉融合。这种具有证明作用的特性来源于物质及精神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历经几个世纪
，人类评估了其结果，即它的重要性以及相关的人类学、民族学、结构、建筑、环境和无形组成元素
等。对于这些普遍价值，我们今天仍毋庸置疑。②它们将国际上由ICOMOS认可的遗产保护学科有机
结合在一起，例如考古学、文化景观、历史名城、民居、建筑材料、文化旅游和法律等。　　基于以
上结论，做出下列陈述：　　考虑到文化线路价值，在线路的实际认可方面，需要政府部门的帮助。
　　在评估和认证文化遗产的方式上，需要考虑文化线路的概念。在全球背景下，通过文化线路，不
同民族的身份揭示了超过他们本土的、地区的或国家的意义。它包含新的元素，即动态性和灵活性；
是比以往的文化遗产更新、更广义的概念，即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组成线路的不同元素及其整体意义
。由于空前的全球化进程导致历史真实性的混乱和意识的迷失，文化线路的更正对于线路途经的所有
文化尤其重要。此外，它提供克服历史消极方面的可能，并使其向积极方面发展，由此完成了对抗缺
乏理解、缺乏团结和个人主义的功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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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线路(有形与无形之间)》(作者丁援)是“文化线路研究丛书”之一，书中包括了“文化线路”
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提出新的“文化线路”概念的意义；文化线路理论观照下的历史文化名城武汉研
究；历史文化名城武汉和武汉的文化线路解读；大运河研究和大运河遗产保护的总体背景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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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部书还没买，最近那囊中羞涩！
2、看了阮仪三先生的序，向老先生致敬
3、很不错的一本书，其中资料翔实，而且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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