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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众对中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程度，是体现中原文化外在影响力的一个

显著标志。通过问卷调查和网络检索两种形式就当代公众对中原文化的认知

度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公众对中原文化的地位较为认可，对中原文化基本概

念及地理范围也有着一定的认识。但公众对中原文化的这种认知与理解还较

为肤浅，对于能够体现中原文化的各种人文旅游景观，公众体验较差，反响普遍

不佳。应通过建设体现中原文化特色的人文景观，加大中原文化宣传推广的力

度，以及重视中原文化遗产的活化工作，来提升公众对于中原文化的认知层次，

进一步增强中原文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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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

济区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原地处我国中心地

带，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要

传承弘扬中原文化，充分保护和科学利用全球

华人根亲文化资源；培育具有中原风貌、中国特

色、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打造文

化创新发展区”。当前，河南省政府在推动中

原文化复兴、建设华夏文明历史传承示范区上

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文化软实力并不

仅仅体现在文化遗产的简单复原上，更体现在

文化影响力的强弱上，而公众对中原文化的认

知与理解程度，可以说是体现中原文化影响力

大小的一个显著指标。为了进一步推动以中原

文化为核心的河南文化产业创新和旅游业发

展，有必要对中原文化的公众认知进行探析。

本文拟通过问卷调查和网络关键词搜索两种形

式，调查社会公众对中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情

况，并针对中原文化宣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

出提升中原文化认知的相应对策。

　　一、关于中原文化的传统看法

中原地区自古以来都是主导整个中华文明

发展的核心地域。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

朝———夏王朝开始，先后有夏、商、西周（成周

洛邑）、东周、西汉（初期）、东汉、曹魏、西晋、北

魏、隋、唐（含武周时期）、五代、北宋和金等２０

多个朝代在河南定都。不仅如此，中古时代涌

现出来的灿烂古代文明成就，从诸子百家的传

世经典，到以地动仪、造纸术为代表的科技发

明，它们均与河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都

足以体现出河南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统治

力和号召力。

中原文化的地位为华夏文明的历史传承所

验证，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有专家指出，

近代以前，“根在河洛，根在中原”，是一个不需

要讨论和证明的常识性问题，人们在谈及华夏

文明起源时都追溯到了活动于中原的三皇五

帝，并将有关他们的上古传说当成信史。韩宇

宏认为：中原文化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具有元典

性、原生性、本源性；相对其他地域文化而言，具

有主体性、主干性；在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上，具

有熔铸性，不仅包容兼蓄，而且化他为我；与世

界及本土他种文化相比，则具有令人惊叹的历

史连续性、绵延性［１］。

入选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文化

遗产，或许能更加体现出中原文化的地位和作

用。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在中国先后入选的３２

项世界文化遗产中，遗产归属地为河南的就高

达５项（含共有遗产），分别是中国大运河、丝

绸之路、安阳殷墟、洛阳龙门石窟、登封天地之

中古建筑群（大运河和丝绸之路虽属共有遗

产，但大运河遗产是以洛阳、开封为中心，丝绸

之路遗产是以洛阳为东方起点），位居全国第

二位，仅次于首都北京。

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文献遗存大

国，流传于世的大量古代文献，同样证明着中原

文化的地位和知名度。对汉籍文献全文检索系

统第４版（本系统收入了自周代至清代的文史

哲类古籍文献２１５９种，共７．４亿字），输入相

关的地域概念名称（关中、三晋、燕赵、中原、齐

鲁、巴蜀、荆湘、江南、岭南）进行高频检索后发

现，“中原”一词的出现频度最高，为２５９６次，

在所有的地域概念中位居第一位（见图１）。这

进一步体现了中原文化在中国古文明时代的高

认知度。

中原文化尽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长期居

于正统、主流地位，但近一千年来，在文化发展

和文明成就上，中原处于相对衰落的地位，宋代

之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政治中心北移，再无王

朝在中原建都，中原文化也因此失去了在中华

文化中的标杆作用，这是否会影响到普通公众

对于中原文化的认知，进而削弱中原文化的影

·７８·　金勇强：中原文化的公众认知调查与对策分析



响力呢？基于上述问题，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和

网络关键词检索的方式，对公众的中原文化认

知程度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结果分为两部

分：一是公众对于“中原文化”概念的基本认

知；二是公众对于中原文化的深层理解和景观

体验。

图１　“中原”等地域概念在古文献中

出现频度对比

　　二、公众对于“中原文化”概念的基

本认知

　　１．调查方法与思路
关于公众对“中原文化”概念基本认知的

调查，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为问卷调查法

和网络关键词检索法。

一是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主要以网络调

查为主，调查对象面向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
共发放问卷６１５份，收到合格调查问卷５９７份，
有效问卷率为 ９７％。网络问卷发放时间为
２０１４年８月１日，回收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
日。在调查时，对被调查者的年龄、性别、学历

和籍贯等基本信息均进行了详细记录。

二是网络检索法。本研究首先针对中原文

化的检索设了３个关键词，它们分别是“中原文
化”“中原文化研究”“中原文化景观”。在这３
个关键词中，“中原文化”具有公众对区域文化

形象总体认知的意义；“中原文化研究”代表公

众对于中原文化的更深层次认知———学术研

究；“中原文化景观”指公众对能体现中原文化

特征的人文景观的认知。其次是选择相邻的传

统文化区进行对比。为保证样本选择的全面

性，这里不仅选取了同位于黄河流域的齐鲁文

化区、关中文化区、三晋文化区作为比较对象；

同时还选取了同为华夏文明发源地的长江流域

的江南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和巴蜀文化区作为

类比对象。再次把中原文化的相关关键词放在

７组区域中进行比较，利用网络搜索引擎“百

度”对关键词进行搜索，把网页上检索到的关

键词统计数量的平均值（检索时间：２０１４年 ８

月１日和１１月１日）作为原始数据进行分析，

关键词数目多少可反映公众对该区域文化形象

的认知水平和旅游吸引力的强弱，最后通过比

较分析，得出公众对中原文化形象认知和旅游

吸引力的正确判断。

不过，上述检索方法得出的主要是人们对

于中原文化概念的一种普遍性认识，这种认识

由于不是实地感受，往往是较为抽象的。一般

而论，一个区域的世界文化遗产，最能在直观上

代表该区域的文化水准。为了进一步验证公众

对于中原文化的认知程度，在普遍认识的基础

上，增加了公众对于文化遗产的认知分析。本

调查针对中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３２个项目，

同样利用“百度”对其进行网络搜索，获得不同

文化遗产点击次数的统计数据，点击数量的多

少一般可代表该文化遗产对公众的吸引力。

２．问卷调查结果

一是关于公众对中原文化认知普遍性的调

查。问卷中设计的主要问题是：您了解中原文

化吗？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原文化达到有所了

解以上程度的，占比５２．４７％；非常了解的，占

比４２．１６％；不了解的，仅占５．３７％。

二是关于公众对中原文化重要性认知的调

查。问卷中设计的主要问题是：您认为缺失了

中原文化就无从谈起华夏文明吗？共设计了

“是”“不是”“不一定”“不知道”４种答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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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显示，回答“是”的，占比５３．８３％；回答

“不是”的，占比９．６５％；回答“不一定”的，占比

１７．８２％；回答“不知道”的，占比１８７０％。可

见，中原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核心地位是得到

普遍认可的。

三是关于公众对中原文化地理范畴认知的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６９．０９％的被调查者

认为中原文化的地理范围是以河南为中心的黄

河中下游，有１５．３４％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河南

一带，有１５．５７％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中国东部。

显而易见，认为是河南或者以河南为中心的黄

河中下游的占绝对优势。这表明公众对中原文

化的地理范畴的认知大体上是正确的。

四是关于公众对了解中原文化之渠道的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公众获取中原文化相关信息

的渠道主要有课本、互联网、影视传媒、报纸杂志

或其他图书、朋友告诉、外出旅游等。其中，通过

课本得知的，占３７．０５％；通过互联网得知的，占

２０．１８％；通过影视传媒得知的，占１８．９１％；通过

报纸杂志图书得知的，占１８１６％；通过外出旅游

得知的，占４．２９％；通过朋友告诉的，占１．４１％。

可见，课本是获取中原文化信息的主要途径，也

是传承中原文化的最重要载体，互联网和影视传

媒的地位次之。

五是关于公众对中原地区总体感知形象的

调查。问卷在调查公众对中原地区总体感知形

象时设计了４个选项：历史文化气息浓厚；经济

发达；风景优美；资源丰富。调查结果显示，选

择历史文化气息浓厚的，占７９％；选择资源丰

富的，占１２．７８％；选择风景优美的占６．２２％；

选择经济发达的，只占２％。可见，认为中原是

一个历史文化气息浓厚地区的人群占了绝大多

数，这与中原文化的高知名度和核心地位基本

相符。但同时又普遍认为中原地区是比较落后

的地区，这也与近１０００年来中原地区的衰败

状况基本相符。

３．网络关键词检索结果

一是中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其他６个

传统文化区的比较（见图２）。

由图２可知，从总体文化形象看，中原文化

的出现频次以绝对优势名列前茅。可见，公众

对于中原文化的认知是最为普遍的。从学术文

化形象看，有关中原文化的研究数量，也是首屈

一指。从旅游文化形象看，尽管总体值都不高，

但有关中原文化景观的检索频次也是遥遥领

先，其他文化区与之相比并不处于一个数量级。

这表明公众对中原文化的总体认知度是很

高的。

图２　“中原”等地域概念的关键词搜索

频次统计对比

二是对中原地区世界文化遗产关注度的调

查（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点击量统计排名前１０位

的文化遗产中，河南就有４个，分别是丝绸之路
（共有）、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中国大运

河（共有）和安阳殷墟。其中，丝绸之路（共有）

与长城（共有）齐名，同列榜首，登封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位居其次，中国大运河（共有）和安

阳殷墟分列第５和第７位。可见，公众对于位
居河南的世界文化遗产有着有别于其他文化遗

产的、格外的敏感程度和兴趣点。

总之，网络关键词检索的结果与问卷调查

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二者共同反映了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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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大多数公众心目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在

华夏文明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这与长久以来

国人对中原文化形成的历史认知基本相同。

　　三、关于公众对中原文化的理解程

度和体验效果的调查

　　借助网络关键词检索和问卷调查两种形
式，我们可大体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大部分公众

对于中原文化的知名度、地位和作用有着基本

的认知，对中原文化景观也抱有浓厚的兴趣。

但是上述结果体现的只是公众对中原文化的一

个较为基础的认识，公众对于中原文化理解程

度如何，对于反映中原文化的旅游景观，其实际

旅游体验效果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检验。

１．关于公众对中原文化景观认知度的调查
本调查将公众对中原文化景观的认知度分

为３级：高认知水平、中等认知水平和低认知水
平。整个问卷涉及到的中原文化景观的认知得

表１　中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网络点击量排名（受关注程度）

遗产名录 所属省份 点击次数×１０４ 统计排名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北京 １２６ ２９
北京故宫 北京 ２７１０ １０
敦煌莫高窟 甘肃 ５８０ ２２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 陕西 ３８０２ ８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河北 ６４３ ２１
曲阜孔府、孔庙、孔林 山东 ７７２ ２０
武当山古建筑群 湖北 ３１２ ２５

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 西藏 １６００ １３
丽江古城 云南 ４５５０ ６
平遥古城 山西 １２１０ １４

苏州古典园林 江苏 １０３０ １５
北京颐和园 北京 １０３０ １５
北京天坛 北京 １７５０ １１
大足石刻 重庆 ４９２ ２３

洛阳龙门石窟 河南 １０３０ １５
皖南古村落 安徽 １６１ ２８
都江堰 四川 １６２０ １２
云冈石窟 山西 ８５８ １８
沈阳故宫 辽宁 ４６０ ２４

澳门历史城区 澳门 ２５５ ２６
安阳殷墟 河南 ４１３０ ７

开平碉楼与村落 福建 ２３１ ２７
福建土楼 福建 ８５５ １９
杭州西湖 浙江 ７５１０ ４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河南 ９０８０ ３
元上都遗址 内蒙古 ３９ ３２
云南哈尼梯田 云南 ８８ ３１

长城 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 ＞１００００ １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吉林、辽宁 １１６ ３０

明清皇家陵寝 河北、北京、湖北、江苏、辽宁 ３１７０ ９
中国大运河 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 ４５６０ ５
丝绸之路 河南、河北、北京、天津、江苏、安徽、浙江 ＞１００００ １

　　注：１．中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间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２．包含多个高知名度子遗产的世界遗产，如登封天地之中古代

建筑群（含有中岳庙、嵩阳书院、观星台等），则对该遗产下所有子遗产点击量进行分别统计，并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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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有８０个，根据被调查者回答的准确度，答
对一个得一分，最终得出公众对中原地区文化

景观整体认知得分。具体计算公式为：

Ｓｃｏｇ ＝∑
８０

ｉ＝１
ａｉ ①

　　其中，Ｓｃｏｇ为中原文化景观认知得分；ａｉ为
中原文化景观认知要素构成变量，共有８０个得
分变量。根据公式①得出，公众对中原文化景
观的认知平均分为２８．７分，大致相当于满分
８０分 的１／３，标准差为９．７６。这些知识点的难
度并不高，反映出公众对中原文化景观认知水

平偏低，且被调查者样本分布较离散。其中，最

高分为７５分，最低分为７分，二者对中原旅游
景观的认知水平相差悬殊。

参考周一星等［２］分析中国城市人口可比增

长速度空间差异的方法，将样本的认知水平分

为３级，其中，大于平均值的加上０．５个标准差
的认知得分为３级，称为高认知水平；小于平均
值的减去０．５个标准差的认知得分为１级，称
为低认知水平；介于二者之间的认知得分为２
级，称为中等认知水平。具体计算如下：

ＩｆＳｃｏｇ＞２８．７＋０．５１×９．７６＝３０，Ｒｃｏｇ＝３②
Ｉｆ２０＝２８．７－０．５×１０．０８５≤Ｓｃｏｇ≤２８．７＋

０．５×９．７６＝３０，Ｒｃｏｇ＝２ ③
ＩｆＳｃｏｇ＜２８．７－０．５１×９．７６＝２０，Ｒｃｏｇ＝１④
式②③④中，Ｒｃｏｇ代表认知水平的等级，各

个认知水平等级的人数并不均衡，其中，低认知

水平的样本有１８５人，占３１％；中等认知水平
的样本有２５７人，占４３％；高认知水平的样本
有１５５人，占２６％。
２．关于公众对中原地区景观体验的调查
通过影视传媒、书籍、课堂渠道对中原文化

的理解，只是一种感官上的表面认识，要真正理

解中原文化的本质，还应该到该文化所在区域，

亲身体验其人文景观，方能得出更为可靠的认

知。关于公众对河南人文景观体验的调查，主

要采用的是李克特量表（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３］的测量
方法（见表２）。

问题的回答设置了 ５个等级，分别赋予
１～５的分值（见表３），“１”代表极负面评价（很
不同意），“２”代表负面评价（不同意），“３”代
表中庸评价（无所谓），“４”代表正面评价（同
意），“５”代表极正面评价（非常同意），以便于
定性调查数据的定量化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于河南人文景观情

感值的平均分仅为２．８３分，尚不及中庸的评
分，其中，极负面评价所占比例为９．８５％，负面
评价所占比例达２７．８９％，中庸评价所占比例
为４７．０１％，正面评价所占比例为１０．４４％，极
正面评价所占比例为４８１％。中庸以下的评
价比率占到了绝大多数，而负面以下的评价也

占到了１／３。由此可见，公众对河南人文景观
的体验总体不佳。

３．关于公众对河南人文景观游览价值高低
认知的调查

我们选取了河南３个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景
观（清明上河园、洛阳龙门石窟和嵩山），分别

与外省３组同类景观（杭州宋城，敦煌莫高窟和
华山、泰山、衡山、恒山）进行对比，具体结果如

下。

有４成被调查者认为杭州宋城与开封清明
上河园的游览价值相当，具有同等吸引力，占比

为４１．６６％。但在其余被调查者当中，认为杭

表２　基于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设计的公众对河南人文景观体验调查表格

评价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Ａ）对在河南旅游的感觉糟糕透了 口 口 口 口 口

（Ｂ）河南人文荟萃，是一个体会传统文化的不错去处 口 口 口 口 口

（Ｃ）在河南旅游虽然不怎么样，但还算过得去 口 口 口 口 口

（Ｄ）河南的人文景观浓缩了中国历史的精华，不来河南玩，就白在中国待了 口 口 口 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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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公众对河南人文景观５种评价的赋值

评价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Ａ） ５ ４ ３ ２ １
（Ｂ） ５ ４ ３ ２ １
（Ｃ） ５ ４ ３ ２ １
（Ｄ） ５ ４ ３ ２ １

州宋城价 值 高 于 清 明 上 河 园 的 人 占 到

３４５６％，认为杭州宋城价值低于清明上河园的
仅为２３．７８％。这反映出多数公众认为清明上
河园的游览价值不如杭州宋城。

有一半多的被调查者认为敦煌莫高窟与洛

阳龙门石窟的游览价值相当，具有同等吸引力，

占比为６１．１１％。但在其余被调查者当中，认
为莫高窟价值高于龙门石窟的游览的占

３０５６％，认为龙门石窟的游览价值高于敦煌莫
高窟的占８．３３％。这反映出大多数公众认为
龙门石窟的游览价值不如莫高窟。

五岳之中，认为旅游价值最高的是泰山，占

２６．１９％；其次为华山，占 ２４．１７％；再次为嵩
山，占２３．９５％；再次为衡山，占１６．７７％；最后
为恒山，占８．９２％。可见，嵩山在公众心目中
的地位仅位居中等，排在泰山和华山之后。

总之，公众对中原文化认知程度较肤浅，对

中原文化景观的体验也并不理想，这与人们之

前对于中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可度形成了鲜

明反差。

　　四、提升中原文化认知的应有对策

通过问卷和网络关键词检索两种调查方法

的调查，我们发现，中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着中国传统文化，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并未因

为近千年中原文化的衰落而发生改变。但在对

中原文化内涵的认知理解上，公众的认知普遍

较为肤浅；而对于能体现并宣传中原悠久文化

的人文景观，公众也普遍感到不满意。为提升

公众对中原文化的认知度，我们提出如下对策

建议。

１．建设体现中原文化特色的人文景观

中原地区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在中

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中，河南更是占了

５项，位居全国第二，但丰富的人文景观并没有

带来良好的文化体验，究其原因，是当前中原人

文景观建设中特色缺失。比如，开封的清明上

河园与杭州宋城虽反映的都是宋代的市井风

情，都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进行规划建设，

都有宋装迎宾、抛绣球招亲等娱乐项目，但在视

觉效果上，清明上河园与宋城有着不小的差距。

杭州宋城的城门完全继承了香港志莲净苑、上

海宝山寺、浙江大唐贡茶院的木构棕色系，用丰

富的植被和生动的细节表现出东南沿海发达城

市所独有的风格，而开封清明上河园在这点上

做得相当不够，不仅其园林与建筑的搭配不够

协调，甚至在景区的核心部分还将空调外机裸

露在外，这大大影响了建筑的整体美感。为使

中原人文景观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应从以下四

方面着手。

一是主题应有准确的定位，要充分反映中

原文化的特点。中原文化不是一般的地域文

化，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

中原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口迁徙、战争、经

济交流等因素的频繁影响，中原文化不断与异

地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熔炉性的文化特征。

二是应进行多元化的旅游操作。当前旅游

发展的趋势已从观光型向观光与度假共存并逐

步向度假型转变，河南各重点旅游县（市、区）

应改变当前粗制滥造、急功近利的做法，实现旅

游内容多元化、旅游品牌多元化、发展模式多元

化，形成集节庆表演、地方饮食、土特产和旅游

工艺品推销为一体的开发格局，形成“一村一

个品牌”“一镇一种模式”。

三是应突出重点。特色旅游吸引物的建设

是创建特色文化旅游景区的关键，要以特色旅

游吸引物建设为重点，做好景区规划，努力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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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旅游吸引物的标杆性和独特性，如洛阳的

明堂、牡丹，开封的菊花和包公，南阳的诸葛亮，

以及禹州的钧瓷等，河南应围绕这些标志性特

产、建筑和知名人物做足文章。

四是应抓好软硬环境建设。一方面应抓好

硬环境建设，打造干净、优美的城乡风貌环境；

另一方面应抓好软环境建设，加强对旅游服务

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管理，确保旅游企业和从业

人员合法经营、文明服务。

２．加大中原文化宣传推广的力度

中原文化虽在华夏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

位，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多数公众对中原

文化的认知还是肤浅的，究其原因，是中原文化

宣传推广的力度还不够。例如，几乎所有游客

都知道河南是中国古都之省，八大古都河南独

占其四，但河南的这四大古都其各自的文化内

涵，很少有游客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因此，必须

加大宣传力度，不仅要宣传四大古都的历史与

现状，更要突出四大古都的时代烙印和鲜明特

征，真正将四大古都打造成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特色高地。在宣传手段上，应注重创新，通

过广播、影视、报纸、网络等进行大力宣传；在理

论研究上，高校等学术机构应积极组织研究队

伍，推出更多研究成果，从而形成郑州学、洛阳

学、安阳学、汴梁学等专题研究。同时，还应打

造以古都遗产遗址及其附属物为基础的文化产

业园区，出版古都书籍，建设主题文化街区，拍

摄影视，推出各种以展示古都文化为核心的演

艺活动，从而使游客对于河南的古都文化有更

深层次的了解。

除此之外，在中原文化的宣传上，还应定期

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文化节。因为，相比于一

般的景区游览，文化节由于其具有互动性和特

色性的特征，更能让游客体验到中原文化的氛

围与内涵；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各类

专门的河南文化博览网站，让更多的旅游者了

解河南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有针对性地进

行重点宣传、深入解读。

３．重视中原文化遗产的活化工作

中原文化历史悠久，但也正因为其历史太

悠久，大部分古迹都已经不存于世，具有视觉观

赏性的地表文化景观的缺失，是公众在认知和

理解中原文化时遭遇到的最大障碍。与之相反

的是，中原地区拥有极其丰富的地下文物和考

古遗址，活化这些古文物、古遗址，可使中原文

化的存在体现于史书和残砖断瓦上，使其更具

活力，从而加深游客对于中原文化的印象与认

识。

首先，应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开发。

传统观点认为，遗产保护与开发是天然的悖论，

旅游开发必然造成遗产不同程度的破坏。其

实，相对于原生态，适度的旅游开发所造成的破

坏要小得多，所以，要想实现遗产的可持续发

展，对遗产实施适度的开发是必要的。

其次，应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由于遗址的活化涉及文物、建设、国土、旅游等

多个部门，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非常重要［４］，因

此应建立一种机制，努力促成各部门在遗产活

化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应在遵循合作博弈原

则、规模集聚原则、效率最高原则、一般均衡原

则和多维促进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三个协同，即

不同管理主体的协同、不同社群之间的协同、不

同区域之间的协同。不同管理主体的协同应努

力克服文物部门不熟悉旅游产业的特点、旅游

部门不熟悉文物保护特殊要求这样的行业局限

性。不同社群之间的协同应努力解决游客、专

家、遗址地社区居民三方在遗址保护与利用上

的冲突。专家们出于理想的角度希望遗址获得

真正完善的保护，游客出于观赏的角度希望看

到优质而非同质化的遗产景观，遗产地的居民

希望能在遗产旅游开发中分得一杯羹，摆脱贫

穷落后的状况，三者之间应加强沟通，消除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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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见。不同区域之间的协同应摆脱“我的遗产

我做主”的传统地方主义观念，打破行政分割

和文化对立，加强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

再次，应采用实、虚相结合的遗址活化方

式。一是实造，即将历史原景完整地复原出来，

如开封的清明上河图。但实造景观需要耗费巨

大的人力财力，地方政府难以承担。二是虚拟。

虚拟的遗址也具有可视性，它不占用具体的地

块空间，如一部电影、一幕舞台情景剧、在动感

影院以及遗址废墟上放映３Ｄ电影等。虚拟式

的遗址活化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５］。相对于保

存完好或比较完好的遗址而言，绝大多数古代

遗址都是“缺胳膊少腿”的，甚至其核心信息只

以文字信息或口头传说传承，如不借助现代科

技手段，实在很难活化出观赏效果好甚至可触

摸的遗址来。但是无论是实景复原，还是借助

现代科技手段模拟展示，都不是可以随心所欲

而为的，而是需要学者专家对相关历史人物、历

史场景、有关古代技艺等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从

而使被“活化”之物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经得起

历史的检验和社会的考辨。活化文物不是人造

“文物”，伪文物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挚读，甚至

是一种文化犯罪。

　　五、结语

本文以当代公众对中原文化基本内涵的了

解和景观体验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和网络检

索两种形式，全面调查了公众对中原文化的认

知度。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公众对于中原文

化的地位和知名度较为认可，对于中原文化基

本概念及地理范围也有着一定的认识，但存在

两个问题：一是公众对中原文化的这种认知理

解还处于较为肤浅的层次；二是对于能够体现

中原文化的各种人文旅游景观，公众体验感较

差，反响普遍不佳。因此，我们从突出特色、加

大宣传力度、活化古遗址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相

应的建议对策，旨在进一步提升公众对于中原

文化的认知层次，促进河南华夏文明历史传承

示范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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