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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世界遗产旅游”这个概念
进入我们的社会话语系统，当然
得益于《世界遗产公约》的成功
实施。因执行该公约而诞生的
世界遗产目前已达 936 项，分布
于全球 153个国家。这些世界遗
产地集中了文化和自然方面的
精华，体现着公约所强调的“突
出的普遍价值”。

由于是源于规范的法律执
行，所以，世界遗产旅游亦为一
个伴随着法律执行而成长起来
的规范的概念，包含规范的内容
及方式，而并非“去世界遗产地
旅游”那么简单。它以公约的文
化尊重和环境持续发展宗旨为
纲，带动相关理念的普及和旅游
思路、手段的跟进，并融入旅游
产品的设计和施行之中。

那么，相对于普通意义上的
旅游，世界遗产旅游的独特价值
体现在何处，又如何体现呢？

其一，不可替代的惟一性。
一座迪斯尼乐园，可以在东京、
巴黎、香港、上海及更多的城市
同质化地加以复制，而每一项世
界遗产却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不
可替代、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
特质，并标示遗产在文化多样
性、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最高价
值。遗产一旦复制，价值全无；
遗产一旦消失，即是永别。

其二，公共财富的均衡共享

性。根据公约的基本精神，具有
“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世界遗产，
均依照法定标准和程序而产生，
有着人类共同遗产的共享性质。
体现在旅游的权利上，人人共享。

重要的是，这些属于世界遗
产旅游的独特价值应在实际的
旅游行为当中得以渗透，并使之
显性地体现出来。这需要在理
论和实践两方面均做到位。

理论方面，目前，关于世界
遗产旅游的研究的国际前沿话
题主要集中在若干热点上：世界
遗产旅游的管理、世界遗产旅游
产品的设计思路、怎样促进世界
遗产旅游的正确发展、当地性与
全球性的平衡对世界遗产旅游
的影响、如何使外来者更好地理
解当地文化、对生态与文明负责
任的旅游等。

而在实践层面上，旅游产品
的设计者、提供者，应将世界遗
产内容准确充足的线路系统建
立起来，使得旅游者能够在消费
这种产品的过程中接受关于世
界遗产的知识，感知世界遗产的
基本价值和精神内涵，懂得这些
地方不可替代的特质，而不仅仅
是有着“世界遗产”名牌标志的
门票高昂的景点。

举例来讲，挪威政府推出的
一种名叫“果壳里的挪威”的旅
游产品，设计精致，操作成熟，可
谓极具代表性。其中深受外国
游客欢迎的西挪威线路，包含了

山地火车、汽车、游轮、步行的方
式，将挪威境内 7 项世界遗产中
的3项（卑尔根的布吕根城区、西
挪威峡湾、奥尔内斯木质教堂）
囊括其中，一整天的行程，充实、
合理而有效。身在“果壳”载体
之中的旅游者，追寻当地宗教文
明、城市文明、商业文明的发展
脉络，感受挪威特有的地理风貌
及生态文明，领会世界遗产在文
化、自然方面的无可取代的最高
价值自是水到渠成。

有些世界遗产则适合于专
门性的实地观察，一遗产地一游
亦不啻为好的产品，这也是世界
遗产的特点所决定的。如工业
世界遗产，像标志大工业文明进
程的英国塞文河谷铁桥峡、德国
南部的费尔克林根钢铁厂；又如
监狱世界遗产，像南非的曼德拉
服刑18年的罗宾岛监狱、波兰的
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均属
此种情况。

随着世界遗产旅游的发展
和壮大，当然会有无限多的延伸
问题出现，需要适时地解决。比
如，年内有西方学者撰文质疑芬
兰的世界遗产芬兰堡，为了方便
游客而在芬兰堡内建儿童乐园
和多个餐馆，违背了世界遗产的
基本原则。世界遗产有核心区
和缓冲区之分，依照规则核心区
内不得有商业设施。因而，这样
的质疑有理有据，也提示着世界
遗产旅游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

世界遗产旅游，不是一个简单命题

如果你是喜欢行走的人，如果你是喜欢在路上思考的人，
如果你是关心中国旅游业现在和未来的人，请拿起笔，将你在
旅途中发现的问题与思考以及疑惑告诉“开坛”，期望我们一
起来推动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投稿邮箱：xjbkaitan@126.com，稿酬从优。

■ 开坛征稿

挪威特隆姆瑟市的极地教堂，为世界最北部的教堂，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 图/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