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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认识遗产的价值

黄顺江

　　日前在我国苏州召开的第 28 届世界遗产

大会 ,是备受媒体关注的热点之一。这次规模

空前的大会 ,是在我国的遗产事业进入到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形势下召开的 ,意义重大。通过

会议上的交流和讨论 ,学习别国的成功做法 ,总

结自己的经验教训 ,提高对遗产价值的认识 ,用

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国遗产事业的发展 ,是非

常必要的。我国是世界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

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 ,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

更是多彩多姿 ,潜力巨大。发展遗产事业有着

深厚的历史、社会和自然基础 ,有条件成为世界

上遗产事业最发达的国家。目前 ,我国对世界

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热情很高 ,成效显著。

然而 ,在当前的遗产事业发展中 ,却存在着一些

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重开发、轻保护 ,

重经济效益、轻社会价值 ,重眼前利益、轻长远

发展。归结为一点 ,就是忽视了遗产的多重价

值 ,割裂了不同价值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种资产 ,遗产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然而 ,遗产的价值不是单一的 ,而是多方面的。

其中 ,最根本的是遗产自身的价值。对于文化

遗产来说 ,自身价值主要体现在它保留了当初

的原始信息并记录了历史活动信息。例如 ,长

城遗址上的一砖一石 ,及其破损残缺的状况 ,都

有其自身的价值 ,不能随意触动。一般来说 ,文

化遗产的价值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化石功

能 ,是原物的固化 ,比较真实地保留了当初的原

貌信息 ;二是磁带功能 ,是历史活动的见证 ,记

录了从当初到现在重大事件的信息。这两个方

面的价值 ,都体现在遗产当前的结构和性状上。

所以 ,维护遗产现在的面貌是非常重要的。

遗产自身保留和记录的原始及历史信息 ,

往往有着重大的社会价值。例如 ,通过考察长

城遗址或恢复后的原貌 ,还可以了解古代长城

的结构、功能及其建造技术 ,研究长城在我国古

代军事防御中的战略地位 ,分析历史上中原民

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等等。因而 ,长

城遗址在我国的历史、民族、军事、地理等各个

领域都有着重大的价值。正是由于长城的社会

价值非常重大 ,才将它作为人类的一项伟大遗

产保存起来。事实上 ,任何一项文化遗产 ,都有

其实际的社会价值。同时 ,遗产不同于一般资

产 ,它又有其特殊性。遗产的特殊性主要有两

点 ,一是珍稀性 ,二是易失性。由于珍稀 ,价值

倍增。由于易失 ,更加珍贵。这两个特点通常

会使遗产的社会价值翻番 ,更为无价。一般来

说 ,社会价值是对遗产进行保护和利用的根本

原因。

遗产有了社会价值 ,自然就会产生经济价

值。一般来说 ,经济价值是由遗产的实用性决

定的。然而 ,遗产的实用性 ,是依人们对它的认

识和需求而定的。一般所说的社会价值和经济

价值 ,是对社会总体而言的。然而 ,现实中这是

很难实现的。在通常情况下 ,与遗产发生关系

的 ,只有一部分人群。这时 ,遗产总体的社会价

值和价值就难以实现 ,通常只有部分价值的得

以实现。例如 ,长城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

价值无限的 ,而且是很神圣的 ,谁也不会触动

它。然而 ,对于长期生活在沿线地区的农民来

说 ,长城就是一道高墙 ,除了可以挡风之外 ,再

就是给交通带来的不便了。虽然他们也会听说

长城是很伟大的工程 ,但那是很虚的。由于不

能认识到它的真正价值 ,长城常常会遭到破坏。

甚至有些人 ,仅仅看到城墙上的砖块可以用来

垒墙 ,墙土可以填坑 ,就大肆开挖 ,毫不吝惜。

在这种情况下 ,长城的价值仅仅是由墙砖和墙



土的实用性所体现出来的一点经济价值。显

然 ,这不仅忽视了长城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 ,

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它的经济价值。然而 ,北京

附近的八达岭长城就不一样了。这里是专家学

者经常光顾的地方 ,再加上社会各界和国内外

友好人士的关心 ,长城的社会价值得到了很好

的体现。同时 ,八达岭长城的经济价值也有很

好的实现 ,长城自身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一

般来说 ,经济价值是人们对遗产进行保护和利

用的直接动因。

这样 ,遗产的自身价值 ———社会价值 ———

经济价值 ,就构成一个价值系列。遗产自身的

价值 ,是独立的 ,客观的 ,不受外界因素所影响

的 ,是决定其社会价值的基础。遗产的社会价

值 ,是长期的 ,稳定的 ,潜在的 ,全面的 ,整体的 ,

是针对人类社会总体而言的。社会价值是由遗

产自身的价值所决定的 ,反过来它又是形成经

济价值的基础。然而 ,遗产的经济价值 ,要受市

场波动的强烈影响 ,是动态的 ,变化的 ,时效性

的。一般来说 ,经济价值既不能反映遗产全部

的社会价值 ,更不能表达遗产本身的内在价值。

经济价值所反映出来的 ,仅仅是遗产的一部分

社会价值 ,或者说是现时的实用价值。在通常

的情况下 ,经济价值要远远低于遗产的社会价

值。所以 ,从总体上说 ,遗产的这三种价值 ,是

统一的 ,内在的 ,但在具体场合下又往往是不一

致的 ,甚至是矛盾的。遗产价值体系的这种统

一性和矛盾性 ,常常要贯穿于遗产保护和利用

的全过程中 ,需要细心的处理。

要解决好遗产价值的统一性和矛盾性 ,就

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遗产事业。遗

产自身的价值 ,是一切价值的基础和载体 ,是根

本 ,是保护的对象。因而 ,保护是遗产事业的基

础 ,是原则。然而 ,保护不是唯一的目的。我们

的目的是要让遗产在得到妥善保护的基础上充

分实现它的社会价值。而且 ,这也是遗产的最

大价值。也只有在遗产的社会价值得到展现的

过程中 ,它的经济价值才能够得到实现。经济

价值 ,又是现阶段遗产保护的物质保证。所以 ,

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遗产的自身价值、社

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才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

统一 ,我国的遗产事业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