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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明星 廖君 陈俊

因“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名句
而享有盛名的黄鹤楼、滕王阁等“中国十大历
史文化名楼”，最近传出计划集体“打包”申遗
的消息引发各方关注。

而在3日举行的“2012中国历史文化名
楼市长论坛暨第九届名楼年会”上传出最新
消息：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专业
委员会负责人称“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意见，还
在协调中”。

申遗诚可贵申遗诚可贵，，文保价更高文保价更高

十大名楼十大名楼““打包打包””申遗暂搁浅申遗暂搁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
分人真正反对的不是名楼申
遗，而是反对利用申遗来谋求
经济利益，浪费社会公共资
源。不少专家学者也表示，申
遗固然重要，但是做好当下的
文物保护工作才是重中之重。

从以往的实例中，人们不
难发现，相对于申遗的巨大开
支，申遗之后保护费用稀缺已
成为普遍现象。对于申遗的
项目本身而言，其成功申遗之
后，便成为当地旅游业的“摇
钱树”，而最应该做的遗产保
护工作却被抛诸脑后。

邹律资说：“十大名楼申

遗没有任何商业操作。申遗
的目的是保护和挖掘名楼文
化，实现名楼的文化传承。网
民以为申遗是为了提高门票
价格，是为了赚钱，这是一种
误解。”

业内人士指出，申遗固
然重要，但是未必只有成为
世界文化遗产才能彰显出文
物的价值，文物重在其汇聚
了人类的劳动和智慧，而并
非在于被贴在上面的“标
签”。十大名楼在申遗之前
不妨重温一遍世界文化遗产
最本质的意义和申遗的最初
目的。

对于十大名楼联合申遗
的消息，一些专家及文保爱好
者表示“不靠谱”。因为在世
界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中，

“原真性”是最核心也是最基
本的遗产要素。不少学者担
忧，缺少原真性，历史文化名
楼申遗或将“无疾而终”。

以武汉的黄鹤楼为例，历
史上屡建屡废，最后一座“清
楼”建于同治七年（公元 1868
年），毁于光绪十年（公元1884
年），如今人们看到的黄鹤楼，
是 20世纪 80 年代以清同治
楼为蓝本重建的“新版黄鹤
楼”，楼内还建有电梯；滕王阁
历经29次重修，现在的滕王
阁是1985年依照梁思成所绘
的《重建滕王阁计划草图》重
建的。

“打包”申遗一事在网上
也引来诸多议论，许多网友
认为十大名楼共同申遗的前
景并不乐观。更有网友晒出
部分名楼的“翻新重修”日
历，吐槽“历史名楼”不过是

一个“历史楼名”，“除了名字
是老的，其他的都是新的”，
建成于 2001 年的南京阅江
楼只有11岁。

也有人质疑名楼申遗的
背后也许是商业利益作祟，微
博网友“十二玉楼在帝都”表
示“不反感申遗，更多担心的
是申遗涨价的意图”。

在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
化研究中心教授陈建宪看来，
申遗项目应该具有“对人类
具有普遍意义”的高度，而
十大名楼目前不具有这样
的意义。他赞成为了弘扬
文化而申遗，而不是“运动
式”的申遗。

不过，宁波文化学者戴松
岳认为，“十大名楼联合申遗”
集中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建
筑水平以及精神方面的追求，

“岳阳楼是儒家思想的典范、
蓬莱阁是对仙境的向往、天一
阁则反映了文化传承”，因此
十大名楼申报文化景观类型
的世遗确有可行性。

据悉，十大名楼联合申报世
界物质文化遗产一事，最早由长
沙市园林局、中国历史文化名楼
保护专业委员会发起倡议。

该委员会创办于2004年，由
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大观楼、
蓬莱阁、鹳雀楼六大历史文化名
楼发起成立。此后，长沙天心阁、
南京阅江楼、西安钟鼓楼、宁波天
一阁和杭州城隍阁相继加入，由
此增加至11座。此次，除城隍阁
外，其余10座名楼都加入了联合
申遗之列。

记者从黄鹤楼公园管理处了
解到，景区确认了十大名楼联合
申遗一事。“这次活动是主办方提
出的一个倡议，至于‘申遗’什么
时候启动、怎么申报，还要等到名
楼年会召开后，经过专家学者论
证研究，才能确定。”

记者就此事致电湖北、湖南
两省文物局时，有关文保专家指
出，按照程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需要经过国家文物局审批，但目
前中国计划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
清单中并没有十大名楼。十大名
楼许多都是现代新修的，黄鹤楼、
滕王阁是20世纪80年代的钢筋
水泥建筑，仅岳阳楼、天一阁等少
数楼阁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有好多连文保单位都不是，属于

“假古董”。
对此，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

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会长邹律
资解释说，中国名楼多数是木构，
年代一久，很多名楼都经过重新
修建。但是，每一座能够保留下
来的楼阁都有着厚重文化的支撑
和延续。

邹律资表示，当前名楼联合
申遗，需要各级地方政府的支
持，因为申遗所需经费是个人与
协会无法承受的。现在，有关政
府在组建班子申遗上还没有达
成高度统一，因此目前将“联合
申遗”工作暂缓，等待名楼所在
的各地政府达成共识后，会将工
作继续推进。

十大名楼“打包”
申遗,被疑属“假
古董”登台

“历史名楼”无历史，“文化遗产”缺文化？

做好当下的文物保护工作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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