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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众所周知，世界遗产是指在《世界遗产公约》框架下，被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

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标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

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近十年来，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大众旅

游”的发展，世界遗产越来被成为时代的“宠儿”，黄山与西递宏村两大世界遗产知名

度日渐扩大，遗产旅游亦是日趋火爆，游客逐年增多，今年国庆“黄山归来不看人”

刷上微博热搜，遗产地的保护又一次成为热议的话题。故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从

“三生”融合视角出发，浅析黄山市世界遗产地保护和利用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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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融合
Part one

“三生”简介

“三生”融合

The part one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Sanshe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ansheng".

“三生”融合空间映射

理论构建



“三生”简介

生态 生产 生活

01 02 03

组成要素：包括自然生态与

社会人文生态。指一切生物

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

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

关系。

组成要素：指人类从事创

造社会财富的活动和过程，

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

的创造和人自身的生育。

组成要素：指人类生存过

程中的各项活动的总和，

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生态、生产、生活三大要素构成了由人与自然环境所组成的世界系统，该系统

是由环境生产子系统、人的生产子系统与物质生产子系统所组成，而这3 个子系统的

主要特征又分别代表了生态、生产及生活。



生态是人类进行生产与生活活动的基础及介质

“三生”融合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

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

出贡献。

——习近平



生态是人类进行生产与生活活动的基础及介质

“三生”融合

新时代黄山旅游“走下山，走出去，实现二次创业”

2015年7月6日，黄山风景区改革发展座谈会的召开，开启了

黄山旅游“走下山、走出去”“二次创业”大幕，近两年黄山迷

窟项目、太平湖项目、宏村项目，东黄山小镇项目，黄山旅游正

积极拓展山外发展空间。



生态是人类进行生产与生活活动的基础及介质

“三生”融合

生态、生产、生活共融是指生态与生活、生产的共同发展。它要求提高人们

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应该以生产能力与生态环境状况为基础 ;  生产的发展也必

须在以生活为直接目的的同时，尽量避免生产大量对生活没有直接与间接价值的

产品，减少资源与环境的浪费性使用 。

生态 生产 生活

生态是人类进行生产与生活活动的基础及介质

生产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求

当生产生活与生态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所谓的环境危机。

促进区域整体性保护 实现区域共同化发展



“三生”融合空间映射
一、“三生”空间

生态、生产、生活融合依据组成要素映射于区域上，呈现为“生态空

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

生

态

空

间

自然生态空间
林地、草地、水系、湿地、滩

涂

人工生态空间
人工灌渠、人工林区和水库

生

产
空

间

生

活

空

间

以农业生产为主体，包括农业附带延伸出上

下游产业，以及为农业及其延伸产业服务的基

础设施及运行所需空间，以及以面积较小而

单产面积较高的工业、矿业和旅游业为附属的空

间范围。

居民居住和从事第二王产业的聚落集中地，

信息、物流集散地，包括行政区范围内的村庄、

建制镇和城市空间。

（注：采用闫晨红学者的分类）



“三生”融合空间映射
二、 “三生”空间之世界遗产空间映射（不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文物、建筑群、遗址

还包括:

（文化景观遗产）
（线性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
混合遗产

（文化与自然混合
遗产 Mixed Site)

生产空间 生活空间 生态空间

线性文化遗产：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族群，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等都是重要表现形式。

“文化景观”是包含于“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并不是单独的一类遗产。



“三生”融合空间映射

注；此结构仅说明世界遗产的三生空间分布，不说明三生空间所占比重大小。

“三生”空间映射到区域的世界遗产空间或单个的世界遗产内部空间内，实

现区域世界遗产空间的或单个的世界遗产内部空间内“三生”融合，构建区域性

世界遗产“三生”融合空间架构。

生态

世界

遗产 空间

有利于推动区域内世界遗产的统筹保

护与联动合作；

有利于世界遗产内涵自然更自然，文

化更文化；

有利于丰富遗产本身内涵，旅游化回

归生活化。

三、 区域性世界遗产“三生”融合空间架构（不包含非物质文化
遗产）



“三生”漫漫
Part Two

黄山世界遗产地现状总结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bottlenecks of 

Huangshan City world heritage.

黄山世界遗产地发展现状

问题研判



黄山世界遗产地发展现状

黄山 （5A）

世界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

西递宏村（5A）

世界文化遗产

一、黄山市世界遗产分布现状

黄山市地形图

黄山市现
有两大世
界遗产



黄山世界遗地产发展现状

二、世界遗产之黄山发展现状

1、黄山遗产资源

文化遗产
资源

古建筑

近百处

古道

1处

古桥

40余处

摩崖石

刻

200余处

刻像石

1处

古画

数量众

多

自然遗产
资源

奇松

怪石

温泉

冬雪

资源独特，世界惊叹



二、世界遗产之黄山发展现状

2、黄山发展现状

一路走来，满载荣冠

黄山世界遗地产发展现状



黄山世界遗产地发展现状

二、世界遗产之黄山发展现状

3、黄山保护现状
黄山模式，持续发力

黄山模式

类型 具体措施

地址风貌保护 将黄山地质风貌划分为“四级、六类、九区”

森林植被保护 高山防火瞭望哨与游步道巡查相结合，专业队员与

群众联防相结合，景区与周边社区相结合的方式；

组建了病毒害检查网络以及“三级架构、覆盖全山”

的林业有害生物监测网络等。

古树名木 “一树一策、一树一册”，“单株、专人、全天候”

守护，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特殊保护等。

生态环境保护 坚持保护优先、预护为主，治理与保护并重的原则；

实行景区封闭轮休制度；“垃圾日清，节能低碳”

等。

管理制度 建立了经管分离的模式等。

2013年世界旅游组织提出“黄山模式”，为全球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

借鉴案例与途径。主要表现在地址风貌保护、森林植被保护、古树名木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等方面。



二、世界遗产之黄山发展现状

4、黄山旅游发展现状 黄山旅游，“热闹”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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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中国黄山

国际登山大会

“黄山168”商界

精 英 徒 步 越 野 挑

战赛

黄山太平湖铁人三

项赛

黄山微电影大赛

黄山摄影大赛

黄山世界遗地产发展现状



三、世界遗产之西递宏村发展现状

遗产遴选标准：西递、宏村根据文化遗产遴

选标准C(III)(IV)(V)。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西递、宏村这两个传统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

然保持着那些在上个世纪已经消失或改变了的乡

村的面貌。其街道的风格，古建筑和装饰物，以

及供水系统完备的民居都是非常独特的文化遗存

2000年加入
《世界遗产名录》

1、西递宏村世界遗产现状

国家AAAAA

级景区

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中国最美村

镇

世界遗产，画里乡村

黄山世界遗地产发展现状



三、世界遗产之西递宏村发展现状

2、西递宏村保护现状

2018年加大遗产保护力度。扎实推进古民居产权流转改革，全面启用宏村
消防安防系统，加大古民居保护宣传。

2017年顶层设计编织大保护网络，实施22个村落保护项目，采取管、放结
合的“委托管理”模式，取“异地搬迁”模式，采取“多种业态”扶持培育
方式、采取“产权流转”模式。

2016年该县按照“分类分批、梯次推进”原则，首批打造宏村艺术小镇和
西递遗产小镇。

2015年加强宏村景区的保护和改造升级。深入实施《西递宏村保护规划》。

2014年，我市开始探索古民居产权流转改革。2013年加快推进徽州文化生
态保护区黟县核心区建设，推动文化遗产传承性、整体性和科学性保护，提
升《宏村阿菊》实景演出水平。

2009年，我市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全面启动“百村
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

持续保护，注重发展

黄山世界遗地产发展现状



三、世界遗产之西递宏村发展现状

3、西递宏村旅游发展现状 旅游“火爆”，业态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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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大世界遗产合作现状 遗产合作，势单力薄

黄山世界遗地产发展现状

产品组合

活动联动

“上山下乡”，黄山市各大旅行

社主推“世界遗产”旅游线路；

赛事联动、节庆合作

骑行大赛、摄影大赛、春节、重

阳节等；

政策共鸣

营销共振

作为世界遗产，共享相关政策扶

持，响应国家相关要求。

黄山市旅游推介会中，两大世界

遗产合作营销；



景区容量小，旅游旺季压力大

以观光旅游为主，对周边辐射带动作用有限

上山进村模式，全域旅游网络化模式尚未形成

黄山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存在总结

一、存在问题



黄山世界遗产地现状总结

二、路在何方

寻路漫漫，且行且探

超
负
荷

生
态
破
坏

文
化
遗
忘

面对问题，积极探索，

我们将从“三生”融合视角出发，

探寻黄山市世界遗产保护与开发新途径。



三、路在脚下
三生不全，空间缺失

从“三生”融合视角出发，依据“三生”空间映射，进行遗产空间匹配。

生态空间

黄山市

遗产 空间

黄山

西递
宏村

？

生产空间缺
失

黄山世界遗产地现状总结



三、路在脚下

古道申遗，填补“三生”

依据生产要素内容与生产要素映射的生产空间组成要素，我们认为

“徽州古道” 申遗可以填补黄山世界遗产地 生产空间。

？ 徽州古道
符合农业及其延伸产业服务的基础设施及运行所需空间

黄山世界遗产地现状总结



“三生”三“世”
Part Three

古道魅力

The third part mainly introduces the ancient roads and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roads on the Huangshan City world heritage system.

徽州古道

古道传奇



第十三届中国黄山（黟县）国际山地车公开赛

徽州古道

一、徽州古道内涵

徽州古道指的是古徽州地域（一府六县）及其周边地区存在的近代

以前、采用传统技术修建的道路。徽州古道作为一个古道群概念进

行使用。

徽文化创新之路——徽州

古道在时空上促成不同文化间

的交流互惠，产生新质的文化

因子。
现存古道约数百条

保存较完整的有50多条

徽文化发扬之路——徽州古

道促成了徽州文化由徽州本土

向外扩散，构成了“多维、持

续及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

和价值观的交流”。

总长度约442公里

徽商繁荣之路——徽州古

道促成了持 续、互惠的物质交

流，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

成就徽商一番事业。

徽州古道，内涵丰富



徽州古道

等

01
府际古道

o n e

02
县际古道

t w o

03
关隘渡口

t h r e e

徽安古道、徽杭古道、徽昌古

道、徽池古道、徽浮古道、徽

泾古道、徽开古道、徽宁古道、

徽青古道、旌浙古道、休龙古

道、休淳古道等。

徽婺古道（徽饶古道）、黟

祁古道、黟太古道等。

昱岭关、榉根关、箬岭关、

丛山关、新安第一关、尤溪

渡、杨潭渡等。

二、徽州古道组成
徽州古道，结构分明



第十三届中国黄山（黟县）国际山地车公开赛

徽州古道

二、徽州古道组成

黄山市重点开发的十条古道

黄山登山古道洪岭古道 徽池古道 徽开古道

徽饶古道 灵山古道 箬岭古道 霞客古道

乾隆御道 休婺古道

徽州古道，正在行动



第十三届中国黄山（黟县）国际山地车公开赛

徽州古道

三、徽州古道现状
（现存主要古道概念性分布图）

部分旅游徒步线路图

徽州古道，脉络分布

黄山市

歙县

休
宁
县

黟县
祁门县

浮梁县

屯溪

宁国

贵池县

婺源县
开化

泾县
青阳县

东
亭

昌化

昱岭关古道
黟
太
古
道

啸天龙

乾隆古道
汤岭关古道

霞客古道

徽饶古道

洪古道岭

黄山登山古道

灵山古道

黟祁古道

谭家桥镇

绩溪县
临安

徽杭古道

淳安



第十三届中国黄山（黟县）国际山地车公开赛

古道魅力

一、徽州古道文化遗产价值

参考文献张亮《徽州古道的概念、内涵及文化遗产价值》

科学研究价值

大量的古道遗存直接构成了徽州陆

路交通最基本的材料，使研究徽

州陆路交通史成为可能。

历史文化价值

徽州古道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徽州人突破封

闭地域的限制与外界交往而形成的道路遗迹，

反映当时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等

状况，一部徽州道路史从一个侧面记载徽州

开发的进程。

审美艺术价值

建筑美、朴素美、环境美

社会经济价值

徽州古道是徽州文化形成的通道，是徽州人“乐善好施”、积极参与公用事业的重要见证是

徽州商人走出深山、不畏艰辛、创造商业财富的历史见证，是徽州人放眼世界、崇尚开发的历

史见证，徽州古道也是诠释“徽骆驼”精神最重要载体之一。

04

01

02

03

徽州古道
文化遗产价值

态旅游、品牌价值、古道

沿线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地

方经济的繁荣。

文化遗产，价值厚重



第十三届中国黄山（黟县）国际山地车公开赛

古道魅力

二、徽州古道开发价值
古道潜力，大有可为



第十三届中国黄山（黟县）国际山地车公开赛

古道魅力

三、徽州古道申遗意义

黄山市

歙县

休
宁
县

黟县
祁门县

屯溪

东
亭

谭家桥镇

点线结网，面上发力

功能填补，联动发展

游客分流，负荷缓解

三生融合，活力翻倍

三生融合，意义重大



“三生”有幸
Part Three

西方智慧

The fourth part mainly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meridian and Swiss World Heritage, and draws on relevant methods。

东方智慧

如何发展，智慧借鉴

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
作为遗产区域的一种特殊类型，遗产廊道强调的是一种线性的文化景观。其保

护主体可以是连续的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等，也可以是把单个的遗产点

串联起来形成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

中国 1. 京杭大运河
2. 丝绸之路
3. 徽商兴起路线
4. 长城
5. 长征
6. 蜀道
7. 茶马古道
8. 郑和下西洋路线

1. 中越铁路
2. 四川泸州龙桥群
3. 四川泸州渡槽群
4. 青藏铁路
5. 唐蕃古道
6. 广西灵渠
7. 秦驰道遗址

奥地利 赛默林铁路

印度 1. 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
2. Mountain Railways of India

法国 1. 米迪运河
2. 法国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

阿曼 乳香之路

墨西哥 皇家内陆大干线

意大利、瑞士 Rhaetian Railway in the Albula / Bernina Landscapes

日本 纪伊山地的圣地与参拜道

耶路撒冷 耶稣诞生地：伯利恒主诞堂和朝圣线路

与阿根廷、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共
有

Qhapaq Ñ an, Andean Road System

全球世界文化遗产中运河、道路及铁路线形式的遗产廊道全球合计

26处，中国共15处，国外共11处。

数据来源：世界遗产名录http://whc.unesco.org/zh/list/?cid=31&lother=zh&&mode=table

古道申遗，遗产廊道



东方智慧

一、中医经络学

经络是人体有机组成部分，形式组织网络全身，纵横交错。中医里的经络学认为经脉内联脏腑、外

络肢节，形成复杂的气血网络，人体中的“气”存于脏腑和经络之中，并以经络为通道在体内按一定规律

循环运动,生生不已。从中医学角度，健康就是气血能量有机循环，达到阴阳与虚实平衡的状态。根据经

络学的概念和原理，经络系统是气血能量循环的重要路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正是反映了经络与生

命体健康的必然关联，机体能量内外循环的状况决定了生命的活动的健康状态。

沟通关系

联系路径、协调统一

通行气血

物质基础气血循环、动力

感应传导

传导信息、穴位

调节平衡

双向调节、动态平衡

微循环：毛细血管

或者神经末梢等细

小经络保持活力与

循环的畅通。

大循环：由经络和

五脏六腑构成的大

循环，是携带氧和

营养物质的动脉血

经过一系列循环交

换。

借鉴经络原理
认识遗产廊道的机能

血液、能量的有机循环“精、气、神”的焕发



东方智慧

二、智慧汲取

黄山市

歙县

休
宁
县

黟县
祁门县

屯溪

东
亭

谭家桥镇

五脏=黄山、西递宏村

六腑=重要节点

经脉=徽州古道

骨架=地形地貌

黄山世界遗产地
“三生”融合的经络机理



西方智慧

一、瑞士经验

瑞士国土面积41285平方公里，共计世界遗产12处（包含于别国

共有），其中文化遗产9处，自然遗产3处。并存在1处线性遗产。

数量丰富，类型多样

1、世界遗产现状

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地瑞
士阿尔卑斯山少
女峰－阿莱奇

伯尔尼老城

米兹泰尔的木笃会圣约
翰女修道院

圣加仑的修道区

Monte San 
Giorgio, Ticino

贝林佐纳三座城堡

日内瓦湖之上的拉沃
(Lavaux)葡萄园

拉绍德封和力洛克的钟
表制作城规划

Swiss Tectonic 
Arena Sardona

阿尔布拉－伯尔尼
纳快车线路

阿尔卑斯地区史前湖岸
木桩建筑

柯布西耶建筑作品

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



西方智慧

一、瑞士经验
2、瑞士的快车交通体系

瑞士快车体系

快车线性遗产 快车交通体系

串联多个

世界遗产

阿尔布拉－伯尔尼纳
快车线路

世界遗产



西方智慧

一、瑞士经验

3、瑞士的慢性交通体系

徒步线路 骑行线路 山地骑行线路

旱冰线路 划艇线路



西方智慧

一、瑞士经验

3、瑞士的慢性交通体系 瑞士慢性交通网络体系



西方智慧

二、经验总结

快
车
文
化
遗
产

快车
交通
体系

各类
慢性
交通
体系

增加瑞
士遗产
活力

以快车文化遗产为亮点，发展多类交通方式，

构建多层次交通体系，形成大网络体系，

联动区域其他世界遗产，

实现区域世界遗产的整体发展。



“三生”无憾
Part Three

大徽州世界遗产保护区

The fifth part mainly introduces the new ways of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Huangshan World Heritage Si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nsheng"

integration.

大交通体系

东西合璧，开辟新途径

总结



大交通体系

一、徽州古道申遗

三生融合视角下

古道申遗

构建古道体系

联动黄山、西递宏村



大交通体系

二、多体系融合

古道体系

风景道体系

水道体系

黄山市大交通体系



大徽州世界遗产保护区

依据古徽州范围与现有古道的分布范围

徽州古道

三生融合

黄山、西递宏村

生态、生活空间 生产空间

大徽州世界遗产保护区



总结

新文化

新空间

新生活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