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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一脉，守正创新——中国风景名胜区40年
回顾展望

Integrating Heaven and Earth, and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40 
Years of the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 System of 
China

摘   要：2022年值中国风景名胜区建立40周年之际，笔者受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风景名胜专业委员会之托，构思风景名胜事

业发展的“宣言”。从风景名胜区之独特价值的精神气质、蔚

为大观的时代产物、守正创新的当代使命3个层面，总结其核

心价值、起源演进、人文精神、成就贡献、中国智慧和世界意

义，指出在山水文化传承、生态文明示范、中华民族复兴和社

会综合效益，以及规避风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阐明风景名胜

区的最高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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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 system in 2022, 

the author has been entrusted by the Committee on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s of China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o 

conceptualize a "decla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s. From the spirit of the unique value, the magnificent 

product of the era, and the contemporary missio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s,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core value, origin and evolution, humanistic spirit, achievement and 

contribution, Chinese wisdom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points out the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of landscape culture, demonstr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omprehensive social benefits, as well as avoiding the risks, and 

states the highest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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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凝结着大自然亿万年的神奇造化，承载

着华夏文明千万年的丰厚积淀[1]，其核心是中国“天人

合一”的山水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奉

献给全人类的宝贵遗产。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风景

名胜区承担着特殊使命。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然

和文化交互作用、传承创新中国山水文化、构建生态文

明之际，特此题记。

1  独特价值，天地一脉

风景名胜区独具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山水情怀，

它是“自然的人化” 和“人化的自然”[2]的有机结合，

是在泱泱中华大地上的伟大创举。天地一脉，生生不

息，世代相传。

1.1  独特的衍生路径

神话栖落人间。从1万年前上古时代的昆仑神山，

演化到数千年前的东海3座蓬莱仙山；从2 000年前中原

大地封禅祭祀的“五岳”“五镇”，扩展到华夏各地数

以百计的天下名山，再到现代分布全国千余处的风景名

胜区，辉映出中华先民探索天人关系的心路历程[3]。历

经对自然崇拜的神圣山水、人与自然相互映照的君子山

水、审美抒情自然的诗画山水、各教派修身养性的宗教

山水、认知宇宙人生的哲学山水、各家书院治学的文人

山水、旅游观光休闲的风景山水、生态及地学研究的科

学山水[4]，风景名胜区在每一认知阶段都承载着民族的

情怀，开启了生命的智慧，交织出一曲曲山水的赞歌。

悠久的名山大川一直伴随、护佑着中华文明的艰辛历

主题  风景名胜区 / Scenic and Histor ic Area

李金路.天地一脉，守正创新——中国风景名胜区40年回顾展望.中国园林，2024，40(2)：6-10.



7中国园林 / 2024年 / 第40卷 / 第2期

程，使得今天的风景名胜区与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

展，在时空上高度契合[5]。

1.2  独特的精气神

筚路蓝缕，返璞归真。数千年前，就有先贤返回

到山林洞穴，置身岩下与木石居，开始了卓绝的身心修

炼：通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6]，直至精气神的混元整

体，达到有形身躯、有感气场和无形意识的高度融合，

实现了对人体生命的深刻体悟。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的

灵气，风景名胜区洋溢着“山水清音，元气淋漓”“山

高水长，天地正气” ，在全时空范畴，生动记载了中国

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医家、武家、书院等诸家学派

的修身理论和实践[3]。他们彼此借鉴融合，积淀成为中

华民族优秀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1.3  独特的认识和方法

天人合一，宇宙整体。中华先祖认为：宇宙本源于

气，生命本质为气。中国山水文化中独具钟灵毓秀、人

杰地灵观念；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大自然是人化的山

水。凭借神奇的风景、神秘的传说、神仙般的幻境和神

圣的氛围，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远

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7]。凭借“外

师造化，中得心源”，追求人生的超凡脱俗，实现人文

品端、山水德性的交融辉映。

围绕中华文明核心的“五岳”体系，模拟出古人

意识中的宇宙模型。古代名山大川承担起了国家祭天

祀地的重要职能，构建出时空宇宙与人体生命之间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并促进和完善了天下观、价

值观和人生观。

1.4  独树一帜的山水文化

1)山水承载修行，修行重塑山水。风景名胜区寻

求的是在恍若仙境的山水中，启迪中华民族的人生智

慧。历史上无数的帝王将相、仁人志士、圣贤学者，都

会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从中汲取精华、审美启智、获

得宇宙认知和人生灵感，使得中华民族以聪明智慧著称

于世。

深邃的山水文化与灿烂的城市文明相辅相成，相伴

相生；山水文化又衍生出丰富的山水诗、山水画、山水

文学和山水园林。山水审美，世界鼻祖；游山玩水，百

姓乐见，古人在山水间的修行实践，构成了风景名胜区

的“景面文心”特征，而一改单纯的绿色生态。

2)尊重历史、敬畏文化。中国的名山大川是人类历

史上的创举，功昭日月，辉映时空；独特的历史人文积

淀、理想的山水清音境界，构成了中国山水文化的突出

价值。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远古神话、启迪智慧的通灵

实践、朴素唯物论思想、整体认知宇宙的方法、寻求自

由自我自在的人生社会理想[4]，都是今天风景名胜区蕴

含的内在特质。它具有全人类自然和文化遗产借鉴的普

世价值。

2  时代产物，蔚为大观

2.1  重要作用，不能小视

1982年，风景名胜区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因

势而生，借势而兴。它延续了名山传统，继承了山水

文化，不仅蕴含了历史文化、哲学美学和生态科学等

核心价值，还体现出科研科普、旅游服务、实物产出

等直接价值，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衍生价值[1]。它

是中国脱贫攻坚的引领示范地，也是公众旅游休闲的

最佳去处。

2.2  贡献巨大，不容忽视

40年前，国务院颁布了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这是中国名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40年来，风景名胜事业砥砺前行，成绩斐然，逐步建立

了较为完整的法规、技术和管理体系。“科学规划、统

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8]，风景名胜区为国民

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理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历经40年的发展，风景名胜区已经发展到1 051

处，占陆地国土面积的2.4%[9]，保护了中华自然和文化

遗产中的瑰宝，其中风景荟萃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44

处，在我国56项世界遗产中占69.6%[10]，其理论思想

与管理实践为中国和全球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事业作出了

巨大贡献。

2.3  精神世界，不可轻视

风景名胜区历史悠久，融合了自然与人文、科学与

艺术、诗情与画意，并将哲学思辨结合日常修身，内向

寻求人文本源，向外探究宇宙大道，构成了中国人独特

的精神世界。中国亟须克服现代社会带来的物欲制约，

使人们返璞归真，重回天性，促进人的本质发展，而风

景名胜区就是修身的妙处、养生的天堂、清心的圣地、

意趣的秘境、“中国梦”的原乡。

3  守正创新，当代使命

3.1  守正创新，不可边缘

风景名胜，源远流长，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

因和血脉，蕴含着东方的思想精髓，是博大精深的山水

文化宝藏。自然文化遗产述说过去，预示未来；我们要

铭记初心，守正创新；用名山护国佑民，用风景启迪智

慧，用山水滋养华夏。风景名胜区具有中国起源和中国

智慧、中国气派和中国自信、中国价值观和中国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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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让优秀的传统山水文化，成为中国新时代

发展的动力源泉，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事业提

供思想和方法。如果我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

就等于割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3.2  民族复兴，当仁不让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复兴。风景名胜区传承了中国人的宇宙观、

天下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我们可以从山水间的

儒释道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向医家、武家、民

间诸学派学习方法；激活山水之间曾经承载的鲜

活文化，释放出隐藏在其中的遗产价值，获取民

族复兴的精神营养。让遗产活起来，让思想动起

来，让山水文化复兴起来，让世界读懂中国，让

过去预示未来，为民族复兴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

支撑。

3.3  生态文明，千载实践

中央提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理念，与风景名胜区追求的师法自然、协调

自然，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人与

社会的“人天和美”，以及中华民族的“人杰地

灵”思想一脉相承。风景名胜区数千年的历史实

践，深刻证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

色发展观，以及“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

整体观念。 

风景名胜区是中华文明的一枝奇葩，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宝藏。它基于生态系统之上，又延展

到文化层面；它包含地质科学内容，又拓宽到哲

学领域[3]；它是健全生态系统与优秀中华文化的

有机融合，是“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亘古实

践和当代诠释！

3.4  国家政策，综合效益

在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建设中，风景名

胜区涉及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示范、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民生福

祉等领域。只有用心守护，我们才能对得起老天

爷的馈赠、老祖宗的传承和老百姓的期待。要统

筹实现风景保护、文化传承、审美启智、科研科

普、观光游览、促进社会发展等综合功能[1]。马

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社会来实现的。

只有构建好山水间的和谐社会体系，才能实现风

景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利用，为人民向往的更美好

生活提供风景审美享受。

3.5  风景名胜，天地之间

风景者，山水之精；名胜者，人文之华，风

景名胜区是自然和文化有机融合的绚丽瑰宝！要认

识自我、尊重多样；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忘本

来、面向未来，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经验，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山水文化发展之路。

风景名胜区宗旨：为宇宙立意，“为天地

立心”，为江山立传，为社稷立言，“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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