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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博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穿越时空的守望与新生

一线中轴承古通今 一城古韵活态传承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区域鸟瞰 （图源：Pinterest）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

会通过决议，“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

的杰作”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中国第

59 项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在引发全世界关注的

同时，其作为世界级文化资源的旅游活化利用也

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在为中轴线申遗成功普天

同庆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正视其旅游活化利用面

临的挑战，创新性地开展工作，从而最大限度释放

中轴线的文化价值，实现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和

旅游利用的有机统一。

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传承和弘扬。

旅游的开发利用主要是促进文化遗产

的传承和弘扬。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

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矛盾本质

上是文化遗产短期价值和长期价值之

间的矛盾。

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在这里，有着

“静下来”与中轴线旅游发展“热起来”

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

《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

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的批复中

提出：“实施人口、建设规模双控，降低

人口、建筑、商业和旅游密度，让核心区

‘静’下来。”

但中轴线申遗成功必然会引发新

的旅游热潮，这自然会与“让核心区‘静

’下来”的要求产生一定的冲突，同时也

会给文化和旅游等相关管理部门带来

新的压力。北京作为文化中心，通过旅

游活化利用，让中轴线文化可观赏、可

触摸、可体验、可品味，是文化中心建设

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旅游作为一种

民间外交，发展中轴线区域的入境旅游

也是国际交往的重要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让核心区“静”下

来，并不是要简单限制旅游活动，而是

尽可能找到核心区“静下来”与中轴线

旅游发展“热起来”之间的平衡点，实现

中轴线的可持续发展。

从人群看，在一定的游客容量下，

我们需要思考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

旅游客群。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合理调

整旅游休闲业态结构，也可以一定程度

上缓解大众旅游活动带来的压力，实现

中轴线区域保护和旅游活化利用的平

衡。此外，对团队游客和散客等客群的

平衡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时间看，中轴线区域旅游活动的

时间范围也需要思考。在有重大国际

交往政务活动的时候，对这一区域的旅

游活动进行适度限制是必要的。除此

之外，在工作日和节假日，在一天之中

的白天和夜晚，如何科学开展旅游活化

利用也需要深入研究。

相较于“堵”，“疏”是中轴线区域保

护和利用更好的方式，而为游客提供更

丰富的旅游产品业态，不仅是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举措，

也是缓解中轴线旅游产品和服务供不

应求的重要方式。

在具体培育中轴线旅游产品业态

的过程中，既要有传统文化旅游产品，

也要有时尚现代的文化旅游产品。可

以进一步总结东城区“故宫以东”项目

的成功经验，在古老传统的场景中开发

时尚的业态，把中轴线真正培育成传统

和现代交织的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样

板之地。

由于中轴线空间的限制，不可能

为自驾车游客提供大量的空间，是否

可以在中轴线上做一个最具文化特色

的旅游巴士，既可以给游客带来全新

的体验，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引导游客

旅游。

中轴线区域可以带来独特的住宿

体验，比如 2008 年在这一区域推出的

“奥运人家”就深受境外游客的喜爱，未

来需要进一步思考是否应该调整目前

简单化限制核心区民宿等业态的做法，

通过拍卖经营权等方式，适度放开部分

民宿经营，实现保护和旅游活化利用的

动态平衡。

此外，在中轴线区域还可以有针对

性地开发特色研学、城市漫步等旅游产

品，将中轴线打造成为世界顶级的文化

旅游目的地。

对于中轴线的解读，不能仅仅把它

看成一个 7.8 公里的线性空间。其实就

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本身而言，就有两

个空间，一个是核心区 5.9 平方公里的

空间，另一个是缓冲区 45.42 平方公里

的空间，加起来有超过 51 平方公里的

空间。

因此，中轴线的旅游活化利用，要

有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思维。在宣传

上，就不要让游客将中轴线旅游简单等

同于 15 个遗产点的打卡，而是要引导

游客在更大空间去体验中轴线文化。

具体而言，既要南北纵深，也要东西联

动。以中轴线 7.8 公里的南北纵深为主

轴，构建“井”字形的发展空间格局。

与此同时，通过南北空间的联动和

相应业态的布局，给游客带来全新的文

化旅游体验。

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放大中轴线的

空间格局。北京亚运会和中国申奥成

功后，旧城中轴线分别进行了两次延

伸，并在中轴线的北延长线两侧分别建

设了元大都遗址公园和包括国家体育

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奥

林匹克公园，在中轴线的南延长线两侧

修建了南苑、南中轴森林公园、大兴机

场等功能性节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中轴线有必

要加强南北延长线的旅游开发力度，从

而充分拓展中轴线旅游活化的空间。

不止于中轴线，放眼公共文化旅

游服务方面，一方面，要采取有效措

施提高这一区域内文博场所的服务

质量，另一方面，要从旅游公共信息

提供、旅游交通组织、旅游安全保障、

文化旅游惠民、游客权益保障等方

面，全面提高中轴线旅游公共服务水

平。

在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过程中，还

需要大力优化文化遗产区域的文化旅

游讲解词，积极发展文化旅游志愿服

务。

在此，中轴线要借鉴故宫的经验，

对区域的讲解词进行全面优化；要建

立起一套制度，吸引一大批专家学者

和青少年学生参与到中轴线的文化旅

游志愿讲解之中，有效传播和弘扬中

轴线文化。除此之外，还要特别注意

利用数字技术，全面提高中轴线区域

的智慧文化旅游服务水平，展现中轴

线的文化旅游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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