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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铁路遗产研究及其
对我国铁路遗产保护的启示

张冬宁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铁路发展经历了蒸汽时代、内燃与电气时代、高速时代，见证了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整
个过程，其遗产和遗迹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证据。综合铁路发展历程及奥地利赛默灵铁路、印度

高山铁路和意大利与瑞士的雷塔恩铁路成为世界铁路遗产的经验，从遗产学的角度分析，它们都拥

有突出普遍性、独特创新性、传承保护性、区域影响性等共有价值特征及各自的独有价值特征。我

国也有不少宝贵的铁路遗产，但保护现状总体上不容乐观。世界铁路遗产的成功保护经验启示我

们，我国在铁路遗产保护工作中，应注重平衡铁路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建立完善的保

护机制、制订科学的保护规划、加强区域合作、确定铁路遗产资源开发方案、落实专项保护资金，利

用自身优势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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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铁路遗产
保护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国外对

其进行了一定的理论研究，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而在国内，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技术层面，将其上

升到世界遗产层面并从文化价值角度加以研究论述

的并不多见。本文试图通过对世界铁路遗产发展历

程及其价值特征的分析，给出其对我国铁路遗产保

护工作的启示。

　　一、世界铁路遗产概述

１．世界遗产与铁路遗产的定义
１９７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并成立了世界遗
产委员会。此后虽经过多次补充修改，但此公约一

直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５０年来
进行世界遗产保护与评估工作的操作指南和价值标

准。《世界遗产公约》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

中将文物、建筑群、遗址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１］

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分支，铁路遗产隶属于文

化遗产中的工业遗产。在２００３年国际工业遗产保
护联合会（ＴＩＣＣＩＨ）制定的《下塔吉尔宪章》（Ｔｈｅ
ＮｉｚｈｎｙＴａｇｉｌＣｈａｒ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中，对
于工业遗产的概念给予了明确的定义：工业遗产包

括工业文化的遗存，具有历史的、技术的、社会的、建

筑的或科学的价值。这些“工业文化的遗存”包括

建筑群与机器，车间，工场和工厂，矿山与处理及提

炼遗址，货栈与仓库，能源产生、输送与使用的遗址，

交通及所有其基础，以及用于有关工业社会活动

（诸如居住、宗教信仰或教育）的遗址。［２］我们现在

能看到的铁路遗产基本上都具有上述工业遗产的特

征。而且，铁路是人类工业文明时代重要的交通设

施，铁路工程构筑物、铁路文化环境、经典铁路线路

等遗产完全符合工业遗产的基本属性。

然而，直至今日，学界尚未对铁路遗产进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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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甚至对于什么是铁路遗产还没有形成一个

比较明确的定义。在笔者看来，铁路遗产除了要拥

有文化遗产所必备的普遍价值之外，还应具有如下

特点：第一，技术方面有独特的创新；第二，在铁路发

展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第三，对于当时某一区域

的文化、建筑、规划、景观设计有过巨大影响；第四，

其本身是铁路建筑中的优秀典范。

此外，必须注意的是铁路遗产并不单指铁路线

或牵引火车（机车）本身，它还包括铁路沿线的车

站、山峦、村镇、文化景观等，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

念。这一点在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近年来铁路遗产

的审批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总而言之，铁路遗产

是指在铁路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对于当

时某一区域的文化、建筑、设计规划有着巨大影响且

具有独特创新价值的铁路经典范例，具体包括铁路

线、机车、沿线的车站、地理环境面貌、村镇城市和文

化景观等。

２．铁路的发展历史及其成为世界遗产的历程
铁路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对世界经济的

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

的生活方式，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其发展历史，从牵引动力的角度来看，铁路的发

展可以分为３个阶段。
（１）蒸汽时代（１９世纪初—１９３０年代）。１９世

纪初，世界上第一条行驶蒸汽机车的永久性公用运

输设施———英国斯托克顿 －达灵顿的铁路正式通
车，其所用列车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列用蒸汽

机车牵引、在铁路上行驶的旅客列车。在此之后火

车经历了长达近百年的蒸汽时代。铁路经历了从无

到有、逐步建立整体系统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

过程当中，铁路设计者们绞尽脑汁克服当时地理条

件的限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铁路建

筑。很多蒸汽时代的铁路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其发展

初期的历史原貌。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赛默灵铁

路、印度高山铁路、雷塔恩铁路都是这个时代最著名

的铁路建筑。始建于１８４８年的奥地利赛默灵铁路
是世界上第一条高山铁路，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

象征，至今仍穿越于阿尔卑斯山群山之中。［３］而作

为世界上铁路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印度的铁路遗

产项目“印度高山铁路”以项目扩展的方式拥有 ３
条蒸汽时代的经典铁路：以弯道最多、速度最慢而出

名的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以齿轮轨道而著称的尼

尔吉里铁路；建成于１９世纪中叶的卡尔卡西姆拉铁
路。［４］作为时至今日仍穿越阿尔卑斯群山且海拔最

高的铁路，建成于１９世纪初期的意大利与瑞士共有
的阿尔布拉－伯尔尼纳文化景观中的雷塔恩铁路因
其巨大的历史遗产价值获得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

青睐。［５］

（２）内燃与电气时代（１９３０—１９６０年代）。蒸
汽机的牵引力有限、环境污染大、劳动强度高等问题

阻碍了铁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逐渐把铁路发展的

目光投向内燃机和电气化。早在１９世纪晚期，德国
西门子公司就开始研发设计电气化铁路，在柏林建

成了第一条长约６００ｍ的电气化铁路，自此拉开了
铁路向电气化发展的序幕。虽然电力机车拥有较高

的速度和强大的牵引力，但其高昂的成本和较高的

技术要求使其无法像当初研发者想象的那样完全垄

断铁路系统，反而为内燃机的迅速崛起埋下了伏笔。

２０世纪初，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组装了一辆内燃机
车，用内燃机带动发电机，再通过发电机带动电动

机，推动机车前进。此后随着柴油机问世和性能技

术的迅速提高，加之石油价格相对低廉，内燃机车技

术迅速走向成熟。总体而言，相对于蒸汽时代，这一

时段的铁路不但大幅度提高了运力，而且减少了能

源消耗和污染，从而降低了运营成本，使铁路真正成

为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动脉。

（３）高速时代（１９７０年代至今）。１９６０年代中
期，日本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东海道

新干线。该线路从东京始发，途径名古屋、京都到达

大阪，旅程的时间由原先的６．５个小时缩短到了３
个小时，运行时速达到了２１０ｋｍ／ｈ。［６］至此，世界铁
路的发展开始进入高速时代。法国与德国的高速铁

路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法国在１９８１年修建了第一
条高速铁路ＴＧＶ（ＴｒａｉｎａＧｒａｎｄｅＶｉｔｅｓｓｅ），连接巴黎
与里昂。德国则通过自主研发的高速技术研制了

ＩＣＥ车组，在１９８７年建成了汉诺威 －维尔茨堡高速
铁路。在日、法、德三国的引领下，全世界掀起了一

轮建设高速铁路的浪潮，我国也在２００６年建成了自
己的第一条高速铁路———遂渝铁路，并在之后的短

短几年内用惊人的发展速度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

就。总体而言，铁路进入高速时代后，不仅缩短了运

乘时间，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

动作用和均衡作用，促进了沿线城市的发展与国土

开发，它用更低的能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推动

了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对铁路历史的概述与分析可以发现，铁路

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程息息相关，它从设计到建

设再到运行，无不体现出当时社会的科技水平，同时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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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承载着建设者和使用者的思想理念与文明特征。

铁路见证了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整个过程，它的

遗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证据。正是因为铁路具

有这么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

世界遗产委员会才将其作为重要的遗产项目载入世

界遗产名录。

　　二、世界铁路遗产的价值特征

自１９９８年第一条世界铁路遗产正式公布至今，
已有３个项目的５条铁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铁
路遗产本身的价值特征也越来越得到大众的认可。

这些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铁路遗产项目都具有非常

突出的文化价值特征，对我国铁路遗产申报有一定

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剖析。

１．共有价值特征
（１）突出普遍性。作为入选世界遗产的必要条

件，铁路遗产都必须拥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从定义

上来看，突出的普遍价值是指遗产“具有罕见的文

化和自然价值，它超越了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

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从前述３个入选
世界铁路遗产的项目来看，它们都具有以下两点普

遍价值特征：第一，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

域内，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

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第二，是一种建筑、建筑整

体、技术整体及景观的杰出范例，代表了历史上一个

（或几个）重要阶段。

（２）独特创新性。仔细研究上述３个铁路遗产
项目不难发现：这５条铁路尽管都是高山铁路，但都
有着自己的特色。可以说每一条铁路都是在某一领

域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或者在某一技术方面有着

独特的创新。

（３）传承保护性。无论是赛默灵铁路还是印度
高山铁路或者是意大利与瑞士共有的阿尔布拉－伯
尔尼纳文化景观中的雷塔恩铁路，它们都在经历了

百余年的洗礼后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更难能可贵

的是它们至今仍作为正常线路在运行着。正是这种

“活化石”的特性奠定了它们在铁路发展历史中的

特殊地位。毫无疑问，它们在这么多年的使用过程

中势必会有磨损与修复，但这并不影响遗产本身的

真实性，因为作为工业时代的表征之一，铁路本身就

是一种运输工具，是一种消耗品，但在不断的消耗过

程中，如果对其最核心的价值特色有着良好的、不间

断的传承，那么它作为遗产的价值就不会有所贬值，

只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不断升值。反之，如果一条

铁路即使本身具有很好的普遍价值却没有被传承下

来，只是作为一段遗产被保留，也不能被列为世界铁

路遗产。

（４）区域影响性。铁路作为一种连接与传播的
工具，会对其沿途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

影响。这５条线路的铁路遗产对其各自辐射区域的
影响就是这样。它们不但对于当地区域内的建筑、

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

重大影响，并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巨

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不但会在很

大程度上改变当地人的生活，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

了当地的文化进程。因此我们在评价一条铁路是否

应该作为世界遗产时，必须把其对当地区域经济和

社会的影响考虑进去。

２．独有价值特征
前述３个铁路遗产项目不仅在很多层面都有着

共有的价值特征，同时还具有很多独有的价值特征。

（１）赛默灵铁路。赛默灵铁路的独有价值特征
在于其建设时间早，是世界第一条高山铁路，并在建

设之中独创了高架桥这一被后世沿用至今的技术。

（２）印度高山铁路。印度高山铁路项目包括３
条铁路，其独有价值体现为：首先它们采用了项目扩

展的申遗方式，以资源整合的方式将其进行合作包

装成为一个整体，加强了铁路遗产的整体价值。其

次它们都是高山窄轨铁路，在建设过程中克服了自

然环境造成的巨大障碍。其技术创新在于：大吉岭

喜马拉雅铁路首先采用了人字形和马蹄形的线路设

计理念；尼尔吉里铁路在建设时采用的齿轮轨道技

术也享誉全球；卡尔卡西姆铁路的桥梁与隧道在当

时的铁路建设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３）阿尔布拉－伯尔尼纳文化景观中的雷塔恩
铁路。真正让雷塔恩铁路闻名世界的就是它那段在

瑞士境内的石砌螺旋攀升式高架桥———以最大高达

７０‰的坡度在１２ｋｍ的路段内持续攀升约７００ｍ。
这段石砌螺旋攀升式高架桥在当时的铁路建筑界可

以说绝无仅有，也成为了雷塔恩铁路的一个重要象

征性符号。

此外，雷塔恩铁路的另一重要的价值特征就是

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在此之前，无论是赛默灵

铁路或是印度高山铁路都把遗产申报的重点放在铁

路建筑本身，而雷塔恩铁路则将文化景观这一因素

添加进了铁路遗产概念。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将铁路

遗产包含的内容进行了新一轮的扩充，将关注的重

点由固态化的文化遗产扩展到动态化的文化遗产，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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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之后的铁路遗产申请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三、世界铁路遗产价值评估对我国

铁路遗产保护之启示

　　世界铁路遗产作为一个新兴的世界遗产类型起
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世界各国逐渐发现铁路作

为世界遗产在历史、艺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方

面具有重大价值，纷纷开展对国内铁路遗产的保护

工作，将其作为国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重点。近些

年来我国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铁路遗产保护工作，

从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可以

发现，政府对铁路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在一步步增

强。在我国前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还

没有涉及铁路遗产保护，但在２００１年的第五批名单
里我们第一次发现了铁路遗产，在２００６年颁布的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里又有３项涉及铁
路遗产的文物位列其中（见表１）［７－８］。此外，我国
还在２００３年建成了第一座向公众开放的以征集、保
护、研究、教育、欣赏为目的，传播并展示铁路文化的

国家级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它的成立标志

着我国有了专门保护铁路文化遗产的机构。在此之

后，我国又在昆明、上海、沈阳、哈尔滨等地相继建立

了一系列铁路保护博物馆和专题馆。［４］

表１　第五批、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名单中涉及的铁路遗产

批次 名称 年代 地址

第五批
大智门火车站 １９０３年 湖北省武汉市

五家寨铁路桥 清代 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

第六批
中东铁路建筑群 清代 黑龙江省海林市

鸡街火车站 民国 云南省个旧市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我国铁路遗产保护工作取

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总体保护状况仍不容乐观。

以河南省的许昌小铁路为例，这段始建于１９６６年、
全国（国境内）最长的窄轨铁路已进入拆迁倒计时，

奔跑了近半个世纪的小火车将成为记忆。许昌小铁

路西起著名的钧瓷产地禹州，途经许昌、鄢陵、扶沟、

太康、淮阳至东部终点郸城，另有淮阳至周口支线和

韩岗矿区４条支线，全长３７０ｋｍ。相比于京广铁路
等准轨铁路１４３５ｍｍ的轨距，许昌小铁路的轨距仅
有７６２ｍｍ，被当地人民亲切地称为小铁路。在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许昌小铁路

曾经作为豫中贯穿东西的重要生命线而名噪一时，

最辉煌的时候，许昌站内８股车道繁忙不休。但随

着时光的流逝，许昌小铁路也因为公路交通的发展

和铁路管理决策等原因而慢慢衰落。尽管许昌小铁

路仍保留了当年建设时的原貌（其原有蒸汽车头据

说在１９９０年代被卖掉换为内燃车头），承载着中国
人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独有记忆，其极具特色的慢
速窄轨铁路也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但当地政府

和铁道部门仍以年久失修、设备老化、安全隐患突出

以及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经济等为由，决定将其

拆除。

总的来说，我国铁路遗产保护仍存在很多问题，

应当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通过对比世界铁路

遗产拥有国和英、德、法等国的铁路遗产保护经验，

结合现有铁路遗产保护研究成果，我国铁路遗产的

保护应注意如下问题。

１．正确处理铁路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关系

关于文化遗产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平衡保

护与发展的问题，铁路遗产亦如此。我国目前的铁

路遗产多被当地政府认为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

被拆除，未拆除的也多处于保护缺失状态，如陇海线

东部的徐州铜山机车厂、兴隆火车站、连云港老火车

站，粤汉铁路的徐家棚车站（武昌北站）以及许昌窄

轨小铁路等。对此，我们应该明确一点，遗产的保护

不应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让路；相反，经济社会的发

展应该更好地为遗产保护保驾护航。诚然，经济社

会的发展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经

济建设说到底是为了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

务。遗产是先人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具有濒危性、

不可复制性等特性，它们是重要的历史见证和民族

精神的象征，我们切不可因为追求物质而丢失了内

心精神的依托。

其次，通过对比世界铁路遗产项目的拥有国和

英、日、德、法等国对于铁路遗产的保护经验，我们发

现这些国家在遗产保护与经济利益之间无不是做出

了倾向于遗产保护的选择。以印度的高山铁路项目

为例，位于印度季风区的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在每

年夏季都会遭受大雨带来的灾害，路基被大雨冲刷

淘空的险情不断发生。为了维持营运，沿途许多路

线常常在灾后改道。１９３４年，比哈尔地区发生大地
震，该铁路也受到严重破坏，但很快就修复了。１９４８
年，印度政府购买下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收归国

有，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尽管该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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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每年都有高达上千万卢比的亏损，但印度政府仍

坚持该线路的日常保护和正常运行，以保护这一重

要的文化遗产。

２．建立完善的保护机制，制订科学的保护规划
目前我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建设、大开发的

时期，全国上下大兴土木，其中公路的建设、铁路线

路的重新规划、城镇的高速扩张等，都给我国铁路遗

产及其周边环境的保护带来了很大压力。铁路遗产

保护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完善有效的保护机

制和科学合理的规划。我们要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宣传、中国铁路遗产的信息搜集整理、制定行之有效

的具体保护方案、申请保护资金、合理地开发利用资

源等方面统一规划。

“铁路先驱”英国拥有数量众多的铁路遗产，在

保护方面非常注重科学管理，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保

护机制。仅约克国家铁路博物馆就拥有近十万件铁

路文化藏品，几乎涵盖了英国铁路所涉及的方方面

面，而且保存完好，部分实现了“动态保存”。更重

要的是，随着铁道文明的不断进步，铁路文化藏品不

停地充实进来，其在注重收集保护传统铁路文化遗

产的同时，也重视对当代铁路实物的收集和保护，并

为实现藏品国际化、多元化不断努力。另外，其国土

上拥有十多处铁道保存设施，堪称欧洲第一。［９］其

完善的保护机制和合理的保护规划都值得我国学习

和借鉴。

３．加强区域间合作
我国的铁路遗产分布广泛，从天寒地冻的满洲

里铁路到西南亚热带地区与越南连接的滇越铁路，

无不独具特色，具有巨大的遗产价值。但是由于各

地区独立宣传，各自为政，缺乏行之有效的合作机

制，在无形中就浪费了财力物力，不利于铁路遗产的

整体保护，减弱了中国铁路遗产在世界上的影响。

相较于世界铁路遗产的其他拥有国，印度在铁路遗

产保护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印度的世界铁路遗

产项目采用合作申报、整合包装，形成了自己的独特

品牌价值———印度高山铁路，从而增强了遗产的综

合价值。我国在开展铁路遗产保护工作的过程中也

应注意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合理整合资源，以提高遗

产的价值内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铁路遗产品牌。

４．确定铁路遗产资源开发方案，落实专项保护
资金

我国的铁路遗产保护由于缺少行之有效的资源

开发方案，无法得到当地政府足够的重视，从而缺少

资金方面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遗产在国

内外的影响力，且由于鲜有人问津而缺少生命延续

性。以同是窄轨铁路的滇越窄轨铁路为例，我国的

滇越窄轨小铁路虽然在建造时间、技术层面、历史文

化价值方面并不逊色于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

但其国际影响力远逊于对方，原因就在于印度大吉

岭喜马拉雅铁路通过成熟的资源开发规划保持着旺

盛的生命力。作为印度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大吉

岭喜马拉雅铁路沿途丛林密布、茶园处处的高山风

景，一直为游客津津乐道。在开发现有旅游资源的

基础上，该线路也利用现代化技术努力实现贴心服

务，如电脑预定车票等。该铁路以其日益扩大的全

球影响力，成为了印度旅游业一张靓丽的名片，其遗

产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为申遗成功加

了不少分。

随着我国铁路改革进程的加速，国家将大量的

资金注入铁路的高速化建设之中，这在无形中缩减

了本属于铁路遗产保护方面的资金，使得很多具有

很高遗产价值的铁路文物被分解拍卖。此外，由于

缺少保护资金，相关人员的工资待遇低下，很多旧线

路得不到及时的维护修理，走上了一条“老化—维

护缺失—更老化—安全隐患—被废弃”的不归之

路。政府部门应设立相关的专项保护资金，引导当

地政府企业合理利用现有的铁路遗产资源，在保护

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开发，以解决一部分资金问题。

５．利用自身优势申报世界遗产项目
在开展铁路遗产保护工作中，如何将其申请为

世界遗产项目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能够成功申

遗，不但有利于更好地开展保护工作，也将提升该遗

产的国内外影响力，从而利用全球的资源对其进行

保护。根据现有世界遗产中铁路遗产申报成功的经

验，从价值特征来讲铁路遗产应具备突出普遍性、独

特创新性、传承保护性和区域影响性等特点；具体

说，应符合“在铁路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地位，

对于当时某一区域的文化、建筑、设计规划有着巨大

影响且具有独特创新价值的铁路经典范例。其具体

包括铁路线、火车、沿线的车站、地理环境面貌、村镇

城市和文化景观”。我国在进行铁路遗产保护和申

遗工作中，亦应注重研究铁路沿线的环境和沿线城

市及文化景观，把文化景观纳入保护和申报范围。

此外，我国在铁路遗产的申报中应突出展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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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我国铁路遗产相比于世界各国，确实拥有一

些独特的价值特色：第一，近代中国铁路遗产很多带

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第二，中国铁路遗产在当

时艰苦的条件下为克服种种施工中的困难所付出的

代价无比巨大，如京张铁路；第三，中国的一些铁路

遗产对于中国的历史发展走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如川汉铁路等。

赛默灵铁路等３项铁路遗产项目成功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说明了世界对铁路工程在人类文明史上

特殊地位的肯定，也为我国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铁

路遗产的保护工作还存在较大差距，许多珍贵的铁

路遗产还没有被社会所认识，当然也就不能得到很

好的保护和利用。对赛默灵铁路等３项现有铁路遗
产项目进行深入研究和剖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

理解铁路遗产的文化价值、更有效地开展铁路遗产

保护工作，从而把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向一个

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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