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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
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全
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十大优秀推荐
案例当中，中国广东占了3项，令人惊
喜，我并不意外。广东的世界遗产教
育与研究其实一直走在国际前沿。

相较于国内很多地方，广东拥有
世界遗产的时间相对较短，但这并不
意味着广东对世界遗产的研究与教
育就晚。早在 1993 年第一届全国旅
游地貌学术讨论会上，中山大学彭华
教授就提议丹霞山申遗，在他的推动
下，丹霞山于2004年成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认定的首批28家世界地质公
园之一，也为中国丹霞成功申报世界
自然遗产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中
山大学早在21世纪初就建立了遗产
旅游研究团队，积极开展遗产旅游相
关研究，让广东拥有了国内最早在国
际上发表遗产旅游相关研究成果的
学术机构。

其次，广东的世界遗产地始终把
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放在第一位。
尽管广东先后拥有了开平碉楼与村
落、丹霞山这样的世界遗产，但从遗
产申报成功的第一天起，这两个遗产
地就始终将遗产保护、价值阐释与传
播而非旅游发展放在第一位。与全
国很多地方相比，这一点广东做得非
常务实，没有高调宣传，一直在踏实
推进。

早在十多年前，江门五邑大学的
谭金花博士就启动了“仓东计划”，协
助当地居民，以村落的整体保护和修
复为基础、以人和社区为中心、以乡
村生活体验和社区营造为主要内容，
强调让参与人员通过深度和广度体
验真实、完整的传统侨乡特色的乡村
元素，在获得丰富知识的同时，感受
到强烈的“乡愁”，从而达到遗产保育
并取得可持续发展。她的理念得到
多个国际组织的认可，在国际上广泛
传播，“仓东计划”获得2015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中国丹霞的世界遗产申报成功
后，彭华教授又在全国各地高校进行
巡回演讲，介绍丹霞地貌的价值与意
义，是中国最早将世界遗产教育理念
在全国广泛深入推动的学者之一。
虽然丹霞山、开平碉楼与村落在申遗
成功后，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
样，发展成中国一线旅游目的地，但
实际上，从它们成为世界遗产的第一
天起，广东已经在世界遗产教育、世
界遗产价值传播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广东的世界遗产教育、科研与实
践工作始终与国际组织保持紧密合
作。无论是彭华教授推动的中国丹霞
世界遗产申报，还是谭金花博士启动
的“仓东计划”，其背后都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等相关专业机构的支持与指
导。近年来，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在长
期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合作的基础
上，积极开展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
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合作，并于
2020年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
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成为全球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遗产地内可持续
旅游研究与教育方面的“科代表”，积
极参与教科文组织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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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世界遗产教育
走在国际前沿

特色村落修旧如旧 研学活动助力保育

文脉现状 世界遗产教育全方位系统性变革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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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十大优秀推荐案例中，中国广东占三席

让世界遗产地可游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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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暑期，广东的世界遗产教育火了一
把！

今年7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
大会举行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
培训与研究中心公布了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十大优
秀推荐案例，其中，来自中国广东的项目就占据三席，
分别是：丹霞山“五维一体”世界遗产教育模式赋能地
方可持续发展、广东开平仓东遗产教育基地、大学生世
界遗产保护提案大赛。

目前，广东拥有两项世界遗产地，分别是世界文化
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主
体——丹霞山。虽然拥有“世遗”的时间相对较短，但在
世界遗产的研究与教育方面，广东一直走在国际前沿。
在学者、村民、政府、社会力量等多方面共同努力下，广
东的世界遗产教育正面向未来进行卓有成效的跨界创
新，展现出了具有广东特色的全球示范意义。

世界遗产教育不仅是人与世界遗
产之间最重要的连接方式之一，也是通
向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一把钥匙。近
年来，互联网技术加速发展，越来越多
的创新者进入遗产教育领域，系列跨界
合作模式不断涌现。在世界遗产教育
领域，一场全方位的系统性变革呼之欲
出。

2021 年 7 月 17 日，在国家教育部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的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面向未来的世界遗产
教育”主题边会上，时任教育部部长陈
宝生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在世界遗产教
育领域，中国既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
中国将世界遗产教育纳入国家教育发
展总体规划，纳入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
教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
教育理念与实践。

他表示，面向未来的世界遗产教
育，需要更加关注教育发展的新趋
势。在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过程中，
要紧密结合世界遗产保护实际和人民
群众的需求，努力为全民提供丰富多
样的世界遗产教育服务，推动全社会
形成世界遗产保护合力。要关注青少
年的新特点，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为
世界遗产保护培养未来的领导者、保
护者和传承者。

在侨乡江门，开平碉楼与周围
的乡村景观见证了明代以来当地建
筑传统的繁荣。2007年 6月，在第
31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开平
碉楼与村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

然而，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很
多华侨特色村落正面临着“空心
化”危机，位于江门开平市塘口镇
北义乡的仓东村也是如此。人口不
断外迁，部分古老村落正在慢慢走
向凋零。村民谢伯回忆：“村子里
杂草丛生，有些老房子破败、倒塌
了，剩下残垣败瓦，显得很荒凉。”

2010 年，仓东村翻开了新的

一页。一位旅港的仓东村后代出
资修复村中两座祠堂——侯成谢
公祠和秉文谢公祠，他希望“修旧
如旧”，邀请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
化研究院副教授谭金花主持开展
修复工程。

获得香港大学建筑系文化遗
产保护方向硕士、博士学位的谭
金花，就此被仓东的文化与建筑
深深吸引。她觉得这里就是一座
小型的侨乡建筑博物馆，急需更
好的发掘与保护。随后，她将“仓
东计划”的初步设想与村民交流，
没想到双方一拍即合，“仓东计
划”自此诞生。

如今，走进仓东村，你会发现，
村民或围坐在榕树下唱民歌、闲话
家常，或在田间劳作，岁月静好的
画面常常勾起外来者内心的那一抹

“乡愁”。这条开基于元朝的古村
落，邻近举世闻名的华侨园林“立
园”，拥有山林、民居建筑、水塘、农
田等多样化的村落环境，谢氏家族
近 700 年来在此生衍不息，这里也
见证了近代华侨家族的发展史。

仓东教育基地/共享社区（开平
市仓东文化遗产保育与发展中心）
负责人沈益民感慨，开平碉楼与村
落是一个整体，要保护好这项世界
文化遗产，只关注碉楼独特的外在
形象是不够的，村落自身丰富的内
涵也值得关注。

“这不是一个设计给游客匆匆
打卡拍照的旅游景点！”沈益民告
诉羊城晚报记者，仓东遗产教育基
地与不同的专业机构合作开展研学
活动，为中国都市人乃至海外华人
华侨、国际友人提供一段仓东文化
遗产体验之旅。每一位客人都是游
学/研学课程学员，将因应四季时令
变化参与不同的体验项目：“既可
以观赏学习琴棋书画茶，也可以体
验灰雕、美食、舞狮、农耕……”研
学时间从十多天到半天不等，像加
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

“寻根＋申遗研讨班”就延续了 12
天，吃在祠堂、住在碉楼。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就有不少
来自都市的亲子家庭参与了“仓东

‘乡愁的味道’游学体验”活动。村
民介绍：“仓东‘新村民’一踏进村
落，游学体验就正式开始了。”

在仓东，每当日落西山时，研学
课程的小学员会提着从田野里获得
的“战利品”走向祠堂等待大餐，远
处有村民在田间劳作；村头大榕树
下、焕业碉楼前，大厨烹饪着煲仔
饭，饭香四溢。晚饭过后，谢氏宗
祠前的广场又成为了大家的游戏空
间。他们通过系列活动深入感受开
平世界文化遗产背后华侨与中国近
代史的密切关系，解读中国近代
史，同时结合“文化保育”和“乡村
振兴”主题，加强学习和体验。

沈益民说，哪怕游学时间只有
半天，也能在祠堂学唱本地民歌、
了解乡村振兴在仓东的思路做法，
在秉文祠堂学习制作传统点心、煲
仔饭，在晒谷场踢毽子、滚铁圈、跳
绳等。毫无疑问，这比常规旅游景
点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加深刻。

作为“仓东计划”发起人，谭金
花自豪地介绍，仓东遗产教育基
地通过本土农事活动，引入遗产
教育、深度文化体验活动、学术会
议、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等，让人口
逐渐减少的古村重获新生。一些
逐 渐 消 失 的 传 统 和 文 化 得 以 传
承；当地人加深了对生于斯长于
斯的遗产地的归属感及认同感；
既 给 到 访 者 提 供 体 验 与 教 育 机
会，又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
间建立起联系和尊重。

“仓东村是‘记录着侨乡发展历
史的天然博物馆’，我们看重的是这
个历史文化价值。”作为一个土生土
长的开平人，谭金花有着做好家乡
世界遗产教育的使命感。谭金花
说，与目前国内普遍发展旅游景区
的古村落“活化”方式不同，基地一
般不接受普通游客，游学期间，所有
设施可充分提供给游学人员使用。
大批专家亲自参与“仓东计划”研讨
教学，这里不但成为五邑大学的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更与海内外多家
大学建立长期合作培养计划。

在学者、村民、政府、社会力量
等不同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仓东计
划”已经修复了仓东村的焕业碉楼、
秉文谢公祠、侯成谢公祠、夫人庙、
俊庐、禾厅、祖屋、草堂、洗浴间等九

座建筑以及多个公共活动场所和道
路等，还配备了改造设施、家私摆
设、配套设备等。如今，仓东村村前
约 21000 平方米的稻作鱼塘区、村
内约 15000 平方米的各功能区、村
后约13000平方米的后山体验区均
为该中心的体验区域。所有设施在
严格按照传统乡村风格保育的基础
上修建，具有浓郁的侨乡传统乡村
风味。

不夸张地说，在如今的仓东，村
民和来自都市甚至海外的“新村
民”，就是生活在一座小型的侨乡博
物馆之中。大到碉楼祠堂，小到生
活物件，从吃到住，“新村民”将全身
心地进入文化保育现场，学习文化
保育的道与术，体验独一无二的民
俗文化活动，参与仓东村文化保育
共建。学员还可同时参观自力村、
立园等周边的世界文化遗产景区。

如今，仓东获奖无数，成为大家
眼中世界遗产教育的优等生。谭金
花感慨，要做好世界遗产教育并不
容易：首先要重视遗产性、面向大
众，让更多的人知道其为何是遗产、
让大众产生对遗产的自豪感和归属
感；然后，把遗产的重要性和保护方
法等向大众传播，让大众主动参与
到遗产保护传承中来；遗产教育团
队必须志同道合，这样做出来的东
西才能够感动人，才能吸引更多人
加入遗产教育当中。

新老村民建立认同2

采纳部分大学生优秀提案

提供全民世界遗产教育服务
与广东开平仓东遗产教育基地

一道入选“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
案例十大优秀推荐案例”的另两个
广东案例，同样切合世界遗产教育
的新趋势，具有一定的时代前瞻性
和示范意义。

其中，世界自然遗产地丹霞山
的“丹霞山‘五维一体’世界遗产教
育模式赋能地方可持续发展”项
目，是通过“管理人员、社区居民、
游客、学生和社会公众”五维一体
的遗产教育模式，对遗产地和社区
进行全面赋能。

韶关市丹霞山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陈昉说，只有真正意识到丹霞山的价
值，爱护丹霞山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他们探索出“丹霞山科普志愿者训练
营”“中国丹霞进校园”“奇美天成丹霞
山图书漂流”“丹霞山野生植物辨认大
赛”等系列遗产教育品牌活动，打造了

“科普小镇”“自然学校”等特色公众教
育品牌，培育了多样的科普达人队伍，
通过科普教育将管理者、经营者、原居
民和游客有机联结。尤其针对社区和
乡村开展了创新实践，以科普产业赋
能社区赋能乡村，成为全球开展遗产

教育的优秀案例地之一。
据了解，丹霞山一直与国内外

高校和专业机构保持良好合作，每
年都接纳和支持高校科研和实践团
队在丹霞山开展遗产地保护与利用
研究，和上百名专家学者保持紧密
合作。在本次案例的申报工作中，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团队和华南师范
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团队，分别作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地可持续旅
游教席单位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旅游教育质量认证单位，为案例申
报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支持。

五维一体保护世界遗产地

广东的另一个优秀案例——大
学生世界遗产保护提案大赛，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
续旅游教席、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主
办。它已成为国内大学生品牌活
动之一，旨在通过“提案竞赛”形式
激发大学生主动思考与探索世界
遗产保护利用的关键问题，深入遗
产地实地调查，提出解决问题的具
体方案，从被动接受教育转变为主
动学习。

据了解，自 2009 年起，中山大

学旅游学院教授张朝枝发起创办
“大学生世界遗产论坛”，每年组织
世界遗产专家讲堂、遗产保护提案
大赛等系列活动。迄今累计有315
所高校、978 支队伍、5000 多人次
参加了大学生世界遗产保护提案
大赛活动，共有85份世界遗产保护
利用提案获得了不同级别奖励。
有120份优秀提案被转交给世界遗
产地管理者，部分已经被采纳利
用，像 2020 年的《在旅游讲解系统
中重塑社区遗产价值认知》就是基

于丹霞山社区村民集体记忆的建
设路径。

作为“大学生世界遗产论坛”
主办方之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是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0 年在中山
大学设立的。该教席相当于以中
山大学为“科代表”，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认可的遗产地范围内，开展
可持续旅游领域的研究、培训、监
测、信息共享与文献收集活动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

“ 新 村 民 ”在 开
平仓东村体验舞狮

国际友人参与“仓东计划”

小学员在祠堂中体验琴艺

张朝枝 （中山大学旅
游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
旅游教席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