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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琼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

会通过决议，将包括“北京中轴线——— 中国理想

都城秩序的杰作”在内中国申报的三个项目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数量达到

59项，位居全球第二。

　　申遗成功的背后，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保

护传承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

的不懈努力。多年以来，中国始终以负责任态度

参与世界遗产领域全球治理，积极与各国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分享遗产保护经验和做法，为推动全

球世界遗产事业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不断贡

献中国智慧和力量，让文化和自然遗产绽放新

光彩。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获肯定

　　多家外媒、多国人士普遍认为，申遗成功的

背后，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

方面的不懈努力。

　　近年来，中国政府先后实施了100多项文物

保护工程，让“北京中轴线”这条世界最长城市轴

线重焕生机，让老城的市井烟火和现代的生活方

式相融共生；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中国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治理，让“巴

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的地质地貌得到原生

态保护，让“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为数千万只迁

徙水鸟提供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

地……

　　俄新社等媒体在报道中称，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北京老

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

得的突出成绩，高度肯定中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保护工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夏泽瀚称赞说，

中国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方面取得重大

成就，在履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为实

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他希望中

国的有关经验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分享给其

他相关国家。

　　夏泽瀚还认为，中国政府一直将生态文明建

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积极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展开合作，促进了

人类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方面表现卓

越。回想起我的中国之行，我忘不了对西安兵马

俑的访问，它不仅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象征，而且

也是中国在遗产保护方面的成就的象征。”曾担

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

的普尔赫拉说。

高度重视世界遗产保护工作

　　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以来，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均衡实现自然文化遗产的严格保护和永续利用，

也推动了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等理念，将遗产

保护与文化产业、生态产业、减贫事业紧密结合，

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目前，中国是世界遗产大国，拥有59项世界

遗产，总数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包括15项世界

自然遗产和4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自然遗

产总数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中国在世界遗产名录上，拥有许多自然和

文化的世界遗产，中国在保护和管理这些遗产、

提倡和促进全球遗产保护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中

国不仅在自己所在的地区非常活跃，与亚太地区

的其他国家合作，而且还与非洲地区合作。我们

看到中非合作论坛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

很好范例，这表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积极活

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前主任罗

斯勒不止一次称赞说。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评价说，中国在世界遗产

保护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

中方成为国际合作中坚力量

　　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

宝，需要各国共同守护。这些年来，中国始终以

负责任态度参与世界遗产领域全球治理，多次

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两次成功举办世

界遗产大会并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国，积

极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享遗产保护经

验和做法，持续支持非洲国家开展世界遗产能

力建设。

　　从缅甸蒲甘地区佛塔震后修复工程，到尼泊

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震后修复工程，再

到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历史文化遗产遗迹

修复工程，我国为世界遗产抢救、保护作出重要

贡献，将“中国经验”分享给国际社会，成为世界

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中坚力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拉扎

赫·伊伦都·阿索莫说：“中国现已有59处世界遗

产，特别是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国拥有

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希望中国与各国分享保护

文化遗产的经验和成果。”

　　“中国有令人惊艳的文化遗产和混合遗产，

中国（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和专家为其他国家

（在遗产保护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我们期待更多

中国的成功经验。”夏泽瀚说。

　　“中国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在地区和世界范

围内都有着深远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

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项目原成员茱莉亚·金·戴

维斯在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奖颁奖典

礼上如是说。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站，而是遗产保护的新

起点。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所言，世界

遗产是人类共同财富，保护传承好世界遗产是

人类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践行《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分享中国成功经验，加

强世界遗产保护合作，为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和文明交流互鉴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

力量。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史天昊

　　

　　近期，俄乌双方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发声，皆

表达出就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的意愿。在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的第三个年头，国际社会呼

吁和平的声音愈来愈多，很多热爱和平的国家

正在为调停危机而不懈努力。但是在美西方继

续“拱火浇油”的行径之下，俄乌战场上的“针锋

相对”并没有出现中断的迹象，双方在此时释放

的谈判信号是否意味着和平不远了？

俄做好谈判准备

　　“俄罗斯从未拒绝与乌克兰进行谈判。”这

是近一段时间俄方反复强调的立场。俄罗斯联

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8月1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

判。她强调俄方从未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乌

克兰危机，“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坚持在

明斯克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乌

克兰危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月24日在

“新媒体节”平台上回答和谈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可能性这一问题时表示，俄罗斯仍随时准备就

解决俄乌冲突进行谈判。他还补充说，和平进程

是解决俄乌冲突的最好方案。

　　近期，俄罗斯国内呼吁和谈的声音也有所

增加。俄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7月4日公布的

调查数据显示，58%的俄罗斯民众支持举行和

平谈判，支持率上升到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最高

点。另外，65%的俄罗斯民众认为美国和北约国

家对乌克兰的损失负有责任。

　　然而，美西方继续“拱火浇油”的行为却让

俄方顾虑重重。马特维延科称，虽然准备好谈

判，但“不会再相信西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轻率保

证”。她表示，俄被欺骗了，美西方在这段时间里

不断向乌克兰运输武器，意图通过武力手段解

决乌克兰危机。

　　7月17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举行记者会时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

同西方就俄乌冲突和欧洲安全问题进行谈判，

但考虑到与西方及乌克兰谈判和协商的经验，

他希望未来达成欧洲安全协议成为和谈的前提

条件。他还强调，解决乌克兰危机必须考虑实际情况，西方应当停

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样冲突才会结束。

乌态度出现变化

　　乌克兰方面近期释放谈判信号的行为愈加频繁。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7月21日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承认同俄罗斯代表进行和平

谈判的可能性，包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商谈的可能。乌克兰外长库

列巴7月24日表示，乌方愿意并准备同俄方开展对话谈判，谈判应

是理智和有实质意义的，旨在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乌克兰总统顾

问波多利亚克7月31日在接受《乌克兰新声音》杂志采访时表示，

“乌方准备谈判是重点，也就是说，谈判当然是必要的”。他同时称，

谈判条件是“基于国际法概念”。

　　不仅呼吁谈判，乌克兰在关于“和平峰会”是否邀请俄方的态度

也出现变化。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7月15日报道，泽连斯基当天在基

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代表应出席第二次乌克兰“和平

峰会”。法新社7月16日评论称，与今年6月举行的第一次“和平峰会”

将俄排除在外相比，泽连斯基此番态度和语气发生明显变化。

　　乌克兰《镜报》委托该国研究机构拉祖姆科夫中心于6月下旬

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在该国不直接处于战争前线的地区，44%

的乌克兰人认为乌俄之间是时候开始正式谈判了，35%的人认为

没有理由开始和平谈判，21%的人尚未决定。根据民调数据，离前

线越近的地区关于启动和平谈判的支持率越高。

　　近一段时间，乌方关于谈判的条件也似乎发生变化。基辅市长

克里琴科7月21日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表示，泽连斯基很快

将不得不作出“艰难的决定”，包括可能为了和平而与俄罗斯作出的

领土妥协。克里琴科称，不排除在乌克兰就此问题举行全民公投。

　　泽连斯基曾于6月3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

可以采用此前黑海粮食协议的模式。当时，乌克兰没有与俄罗斯进

行直接谈判，而是与联合国以及土耳其进行谈判，签署了三方协

议，然后联合国、土耳其与俄罗斯方面谈判并签署了协议。泽连斯

基表示，此类谈判的调解人不仅可以是美国和西欧国家，还可以是

亚洲、太平洋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国家。

实现和平仍有距离

　　关于如何看待近期俄乌双方在和平谈判问题上频频释放信号

的行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叶天乐在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俄乌关于谈判立场的转

变，有内外多重原因。对俄罗斯而言，要在保持战场优势与继续团

结‘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寻求平衡，保持‘对谈判持开放态度’是现

实选择，也是持续保持与西方沟通渠道的重要手段。”

　　“对乌克兰方面而言，乌克兰危机持续两年半，战争耗费大

量人力、物力与财力，国内经济、民生形势严峻，民众呼吁和谈的

声音持续增多，泽连斯基政府也必须持续释放和平信号回应民

众关切，同时也继续以‘和平峰会’为手段谋求更多国际支持。”

叶天乐认为，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是近期双方立场变化的关键原

因，“拜登退选后美国大选形势对特朗普有利，后者上台后极有

可能收缩甚至停止对乌援助，且要求北约盟友加强国防投入。欧

盟对特朗普上台后的政策普遍持悲观态度，积极寻求建立对乌

援助长期机制，但又担心局势加剧引发俄欧直接军事对抗。为此

欧盟也有敦促乌和谈之意。”

　　叶天乐强调，虽然双方近期均对和谈有所表态，但实现真正和

谈仍有较长距离。“双方分歧巨大，缺乏和谈基础。危机加剧以来，

双方在领土、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各执一词，基本没有共识，立场相

差较远。乌方提出的‘和平方案’均被俄方否定，其他一些国家提出

的方案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战场形势依然不明朗。双方在前线仍然处于拉锯态势，难有

扭转战局或发动大规模战役的能力，在胜负难定之时，开启谈判不

具备条件。”叶天乐称，“乌克兰危机是俄与西方对抗的结构性矛盾

的一部分。涉及欧洲乃至全球安全框架的建立与平衡，其解决应有

多方参与，而不仅仅是俄乌双方代表谈判所能解决的。”

参与世界遗产领域全球治理 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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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观察

　　图① 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

产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在“北京中轴线——— 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鼓掌庆祝。

　　图② 7月27日，“北京中轴线——— 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相关资料

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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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中国被掠夺文物 日本民间呼声高涨

□ 本报记者 苏宁

　　

　　当地时间7月27日晚，日本民间组织“中国

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正

视和清算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文化侵略罪行，

要求日本政府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

文物。

　　自2022年4月成立以来，“中国文物返还运

动推进会”已经举办数次类似集会。同时，越来

越多的日本民众开始关注和理解中国文物返还

问题。中方也曾多次敦促日本返还从中国境内

掠夺的大量文物。然而，日本政府却一直对此置

若罔闻。

再次举行集会

　　据日本媒体报道，为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和

清算侵华战争期间的文化侵略罪行，返还战争

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

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7月27日晚在东

京举行集会。

　　集会主办方表示，文物应当回归其发源地，

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是清算日本战

争责任的重要一环，也是与被侵略国家实现历

史和解的重要一步，“希望日本政府能发自内心

地反省过去，积极归还中国被掠夺文物，这也是

我们开始这项运动的初衷”。

　　此前，“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经过与

中国学者密切交流互动，首先锁定了三尊中国

石狮和唐鸿胪井刻石，要求日本政府归还。据

“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介绍，本年度的重

点工作就是继续推动日本政府返还上述四件文

物。其中，从辽宁省海城市三学寺掠夺的三尊石

狮中，两尊现存于东京靖国神社外苑，一尊现存

于栃木县山县有朋纪念馆；从辽宁省旅顺市掠

夺的唐鸿胪井刻石现存于日本皇宫的吹上

御苑。

　　另外，据“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调查，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曾在伪满

洲国盗掘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文物，目前部

分文物保存在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日本

在伪满洲国进行的所谓“考古发掘”不具备正当

性，是文化掠夺，文物应当归还中国。为此，“中

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已于7月25日向东京大

学提交了请愿书，要求东京大学公开所有以不

当手段获取并收藏至今的文物及其来源，但目

前尚未收到东京大学方面的回应。

政府态度消极

　　“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联合代表、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

景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许多发达国

家曾对其他国家进行了侵略和殖民，为改正

曾经犯下的错误，世界上已出现归还掠夺文

物的风潮。然而，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表现

消极，这反映出日本对于侵略和殖民历史的

反省不够彻底。

　　据了解，国际社会有关于支持追索流失文

物的公约和条约，但日本并没有自觉履行这些

条约。如1956年生效的《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

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就明文规定禁止掠夺和转

移文物；1972年生效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

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

约》也规定，禁止进口被掠夺的文物，并规定了

将其归还原属国的义务。

　　事实上，中国曾多次敦促日本返还从中国

境内掠夺的大量文物，但日本政府一直置若

罔闻。

　　日本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战后实际归还给

中国的文物，只是其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

物的极小部分。掠夺而来的文物象征着日本曾

经进行过侵略殖民扩张的黑暗一面，获取手段

非法。但日本政府在文物返还问题上始终态度

消极。不得不说，日本政府目前的反应是极其不

负责任和不真诚的。

理应物归原主

　　除中国外，韩国民间也有同样的呼声。去年

11月，日韩相关历史学者在韩国国会议员会馆

举行讨论会，主张日本应该返还殖民地时期日

本从韩国掠夺的文物。

　　还有报道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埃及、希

腊、印度等文明古国不断要求西方国家无偿

归还各自国家流失的文物，但英、法、美等主

要“文物流入国”均借口所谓的“文物国际主

义”，对归还的声音置之不理。2002年12月9日，

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美国的大

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9家欧美博物馆、研究所

联合发表所谓的《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

和价值的声明》，反对将艺术品、特别是古代

文物归还原属国。他们辩称“文物作为全人类

的文化遗产，其收藏不应也不必有国界之

限”，并声称自己的文物保护技术和设备先

进，有利于更好地保存文物。

　　今年4月，二战期间流向美国的包括历代琉

球国王肖像画“御后绘”在内的22件日本文物被

成功返还，这对日方来说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国

际社会有识之士就此指出，对待同一件事情，日

方不应持有双重标准。

　　正如藤田高景所言，“文物返还运动”是

根据“物归原主”的原则，一件具有全球价值

的文物的真正主人，是最初创造和存在的地

方和国家，不应该被滞留在掠夺者的地方或

国家。掠夺国或其博物馆的任何辩解都是狡

辩。从别国掠夺的文物必须物归原主，才是合

理、正义的原则。今后国际社会有识之士也将

继续呼吁，日本政府早日把掠夺的文物归还

中国。

　　图为7月27日，“中国文

物返还运动推进会”联合代

表、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

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致辞。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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