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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纳入交通遗产体系的范围。相较于自然遗产、文
化遗产等遗产类型，目前我国交通遗产的保护实践与
研究仍显薄弱 [2]。在保护实践方面，我国遗产保护工
作聚焦于自然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遗址
保护等方面 [3-6]，对交通遗产的重视程度不够。在我国
目前已有的57项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中，只有京杭大运

0 引 言

交通遗产是一种重要的人类活动空间遗产类型，我
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取得了大量交通成就，逐渐形成
了交通遗产体系。汪玚等[1] 认为交通催生的文化线路、
文化景观，以及相关的重要物质性、非物质性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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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短距离交通遗产分布广泛且所处环境复杂，挖掘其适应地方发展的特殊价值并进行相应的保护利用，对促进交通遗
产保护与在地发展有积极作用。在交通遗产分类的基础上，分析短距离交通遗产的特点，构建短距离交通遗产的适应性价值
评价模型，选取福建宁德白鹤岭古驿道为研究对象，从多维度评价古驿道整体与分段的适应性价值，并分析适应性价值评价
对短距离交通遗产优化策略的支撑作用，以期为短距离交通遗产的独特价值挖掘与活化利用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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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ort distance transport heritage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and exploring their special value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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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ransport heritag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 distance transport heritage. With the Baiheling an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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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supportive role of adaptive value assessment for short distance transport heritage optimization is studied to provide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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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两
处交通遗产。在全国8批共5 058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交通遗产仅有18
处，至2006年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立项后，交通遗产的立项才逐渐增
加。目前，各地仍有许多交通遗产没有
被纳入各级遗产目录和保护范围[7]。此外，
快速发展的现代交通在很大程度上替代
了传统交通，许多传统交通线路逐渐荒
废，这也在客观上增加了交通遗产保护
与活化的难度。
在保护规划工作方面，长距离大

型交通遗产的保护规划开展得较早，如
2012年国家制定了《大运河遗产保护管
理办法》，2017年广东省制定了《广东
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
近年来，随着一些中短距离的交通遗产
被纳入文物保护单位，相关的保护规划
工作逐渐开展。在研究方面，已有研究
多以大型交通遗产和小型点状交通遗产
为研究对象，呈现出关注“一大一小”
的研究特征。大型交通遗产的研究更多
的是从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构建角度挖
掘线路区域价值与特征 [8-9]，探讨大型交
通遗产的利用策略及其与旅游联动开发
的路径 [10-12] 等；对小型点状交通遗产的
研究集中在古桥保护与发展、驿站遗址
保护 [13-14] 等方面。相较而言，对于短距
离的交通遗产的研究较少。实际上，短距
离交通遗产通常是大型交通遗产的构成部
分，分布广泛，其存留下来被沿用的部分
往往更适应当今时代和地域的发展，具有
独特价值。因此，对于短距离交通遗产的
保护与活化，亟待从挖掘其适应当今时代
地方发展的特殊价值——适应性价值角
度开展针对性研究。
本文依据交通遗产分类，分析短距

离交通遗产的特点，构建适应性价值评
价模型，并选取福建福温古道宁德白鹤
岭段13 km的古驿道为案例，从多维度
评价古驿道整体与分段的适应性价值，

分析适应性价值评价对短距离交通遗产
优化策略的支撑作用，以期为短距离交
通遗产的独特价值挖掘与活化利用提供
借鉴。

1 交通遗产的概念、类型与短距离
交通遗产特点

1.1　交通遗产的概念与遗产资源
体系
交通遗产在学术界还未有统一的概

念。李芳等 [10] 认为交通遗产是在人类交
往与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形成
的，集交通线路沿线自然与文化景观于
一体的线性遗存，它体现了历史的动态
演变，具有突出的历史、科学、文化及
旅游等价值，对区域发展产生过重要影
响。陈力 [11] 认为交通遗产的定义有狭义
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交通遗产指存在历
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记录地区演变，
承载人类发展历史的交通用地；广义的
交通遗产除存在一定文化、科学或历史
价值，记录人类发展、地区演变的公路、
铁路及海上航线等交通用地之外，还包
括交通遗产沿线的绿化景观、周边的建

筑及环境。刘雪丽等 [2] 提出了“聚落交
通遗产”的概念，认为聚落交通遗产包
括经过聚落的交通线路、历史街巷、水
系等物质载体以及各种非物质载体。与
交通遗产相关的研究还涉及“文化线路”
和“遗产廊道”等主题，前者关注交通
线路带来的文化交流，后者注重交通线
路历史文化景观的活态延续。
综合相关研究，本文认为交通遗产

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围绕着交通线路
形成的一系列遗产资源体系。交通遗产
的资源体系 (图1)可分为静态性资源、
动态性资源、关键重塑性资源，各种资
源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
相辅相成的整体。

1.2　交通遗产的距离尺度类型及
特点
交通遗产有不同的分类方式，如

从交通介质角度可以分为陆路、水路与
航线等 [9]，从功能角度可以分为交通路
线、贸易路线和军事路线。从交通路线
距离角度看，交通遗产的空间尺度跨度
很大，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中国大
运河等知名的大型交通遗产就涵盖了跨

图 1 　交通遗产的资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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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跨国、跨省等空间尺度，长度可绵
延数千公里。也有一些独具特色的短距
离交通遗产，如浙江省浙东运河绍兴段
的行舟背纤的通道——“古纤道”，长
度仅8 km。
通过分析目前国内一些较为著名

的交通遗产的特征，可梳理出距离尺度
视角的交通遗产分类 (表1)。本文从距
离尺度对交通遗产做以下分类：长度在
1 000 km以上的交通遗产通常为跨洲、
跨国或国内跨区域的重要通道，为长距离
交通遗产；长度在100～1 000 km的交
通遗产为中距离交通遗产，一般跨省或跨
多个县；长度在100 km以下的为短距离
交通遗产，一般为省内要道，较少跨越省
界，一般位于一个市级行政区划内。
不同距离尺度的交通遗产，研究与

保护的工作重点也有所不同。长距离交
通遗产的相关研究关注遗产廊道构建、
资源整合、跨界合作协调发展与统一管
控等问题，强调整体战略与联动机制谋
划；中距离交通遗产的研究关注古道变
迁、旅游开发及串联沿线村落发展等；
短距离交通遗产的研究重视古道的价值
挖掘、古道与沿线聚落的联动发展。
在交通遗产保护方面，长距离交通

遗产保护利用的相关规划通常由国家或
部委出台，较重视生态保护性、文化旅
游品牌的整体打造与影响力提升；中距
离交通遗产保护通常由省厅部门制定，
近年来，多个省份相继出台对中短距离
交通遗产体系的整体保护方案；短距离
交通遗产保护规划通常由市级或县级政
府制定，重在规划具体的保护、修复与
开发项目(表2)。

2 短距离交通遗产的适应性价值
与评价模型构建

2.1　短距离交通遗产的适应性价值
一些长距离的交通遗产在长时间无

交通遗产名称 长度 /km 跨越的空间
尺度 功能 距离尺度类型

丝绸之路  8 700 跨洲 贸易、交通、政治 长距离
淮盐运输线路 4 000 跨省 贸易、交通 长距离
茶马古道 云南线 3 800 跨国 交通、贸易 长距离

雅安线 3 100
京杭大运河 1 710 跨省 交通、贸易、政治 长距离
滇越铁路 859 跨国 交通 中距离
墨尔根至漠河驿站驿道 261 省内 交通、军事、政治 中距离
湘桂古道永州段 250 跨省 交通、贸易 中距离
乳源西京古道 70 省内 交通、贸易 短距离
井阱古驿道 70 省内 交通、政治 短距离
福温古道白鹤岭段 13 省内 交通、贸易、政治 短距离
古纤道 8 省内 交通 短距离

保护规划名称 规划部门 保护活化措施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规划纲要》(2019年 )(长
距离交通遗产 )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

科学保护；活态传承；合理利用；保
证主河道全线有水；生态环境根本改
善；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提升

《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专项规划》(2020年 )(长
距离交通遗产 )

生态环境部等部门 强化生态空间保护与用途管制；建设
绿色生态廊道；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系
统；强化流域水污染防治

《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
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
(2017 年 )( 中短距离交通
遗产 )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

构建古道线性联动空间模式；促进乡
村旅游线路发展；推动古道资源活化
利用；建立多方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
机制

《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保护规划》(2021
年 )( 中短距离交通遗产 )

北京市政府 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
旅融合；数字再现

《福建省古驿道文化旅游
专项规划》(2023 年 )( 中
短距离交通遗产 )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以文旅开发为主；串联沿线城市与文
旅资源点；衔接沿线交通、智慧旅游
设施及基础设施

《浙江省古道保护办法》
(2021 年 )( 中短距离交通
遗产 )

浙江省林业局 实现古道保护与管理有法可依；强化
古道管理责任；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实施古道分级保护；规范古道保护行
为 (立法 )

《广元市剑门蜀道保护条
例》(2021 年 )( 短距离交
通遗产 )

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政
府

以保护为主；建立名录制度，实行动
态管理；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明确法律责任

表 1　中国部分交通遗产的距离尺度

表 2　不同距离尺度交通遗产保护规划特点

人看护的情况下，可能只剩下一个节点或
一段遗迹，保留的范围相对较小。短距离
交通遗产具有以下适应性价值：①短距离
交通遗产具有精细化交通串联功能，在当
前仍可发挥交通作用。②短距离交通遗产
多位于统一行政边界内，更易实现资源

整合、统一规划及保护管理。③短距离
交通遗产类型多样、灵活性高，有利于新
业态的植入。短距离交通遗产有助于使原
本孤立的单个旅游资源获得联动性发展，
串联起周边景点、村镇等，为整体开发奠
定基础。短距离交通遗产有不同类型，如



142 第 40 卷　2024 年第 5 期        

人文资源的保护，随后才扩展到对驿道
整体的保护。目前，白鹤岭古驿道的保
护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古驿道长年
被雨水冲刷，加上年久失修，导致部分
路段原有石磴缺失，地面沉降，杂草丛
生而难以行走，部分路段两侧泥石堆积，
排水不畅。此外，古驿道的保护和利用
未与周边区域发展充分结合。

4 白鹤岭古驿道的适应性价值评价

4.1　适应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在适应性价值评价模型的基础上，

结合白鹤岭古驿道的资源体系情况，完
善资源本体价值与资源适应性价值评价
两个维度下的评价指标(表3，表4)。

4.2　调查情况与数据检验
首先通过专家访谈与打分的方式对

资源本体价值指标进行打分，分值为1～
5分，分数由低到高分别表示资源本体价
值差、较差、一般、较高、高。同时，根
据适应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设计问卷，选
择5级量表进行问卷设计，调查公众对

城市内部型、近郊型和远郊型，可因地
制宜地灵活开发。此外，短距离交通遗
产适合采用轻资产投入模式，有利于小
成本新业态的植入。④许多长距离交通
遗产的保护和活化可以从短距离交通遗
产入手。例如，在徽杭古道中 (全长20
余公里 )，长10余公里的绩溪段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遗址全
长700多公里，其中有4个局部段落被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2　交通遗产的适应性价值评价
模型构建
在遗产语境下，价值是遗产形成的

前提，遗产的认定过程是围绕遗产价值
展开论证的过程 [15]。交通遗产价值和其
他类型遗产的价值相似，即价值具有主
体认知性，包括作为物质客体的价值和
能够被主体认知的非物质部分的价值[16]。
但交通遗产也具有其特性，如道路是交
通遗产的主要形态，其价值主要体现于
工程体系的多重影响效应，是动态遗产。
目前，学界对交通遗产的评价实证多以文
化遗产价值评价的理论或旅游资源价值评
价模式为依据 [17-18]，更重视对遗产各分类
资源的本体价值评价，忽略了相关资源及
其与周边环境的相互影响。较多学者将适
应性价值评价应用在工业遗产领域 [19]，
聚焦于工业遗产片区或单体建筑研究。本
文在交通遗产资源体系分析的基础上，引
入适应性价值评价，评价模型包括资源本
体价值评价与资源适应性价值评价两个维
度，资源本体价值与资源适应性价值又各
包括4个方面内容(图2)。

3 白鹤岭古驿道的历史发展与
保护情况

福温古道是福建重要的省级古道(官
道 )之一，连接福州与温州，是福建历史
上最重要的经济贸易线路之一。被誉为

“南方茶马古道”的福温古道是古代福
建与江浙往来的重要陆路通道，是第八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鹤岭段古
驿道由白鹤岭道和界首岭道组成，现存
13 km。白鹤岭古驿道是福温古道现存最
完好的一段，至今仍然联通多个镇村，
但其保护和利用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没
有整体的保护与利用规划、适应性价值
有待挖掘等。

3.1　白鹤岭古驿道范围与遗存现状
白鹤岭古驿道现存起点有两处(福建

宁德蕉北街道继光社区西岭岗和南漈山
公园)，终点位于宁德市蕉城区与福州市
罗源县交界的界首岭，共有不连续的4段。
白鹤岭古驿道岭道蜿蜒崎岖、自然

景观优美，放眼可远眺宁德东湖以及宁
德三都澳港口，拥有驿道文化、商旅文
化、诗词文化、名人文化等多种文化遗
存 (图 3)，包括建筑物遗产遗存、摩崖
石刻、碑文等。

3.2　白鹤岭古驿道保护情况
白鹤岭古驿道的保护最早仅限于对

图 2　交通遗产的适应性价值评价体系模型

图 3　白鹤岭古驿道各类遗产资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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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区位价值 与城市的距离 保护程度 保护情况
周边的交通便捷性 本体情况
和周围景点的连接性 管理情况

历史文化内涵
价值

沿线历史遗产点 保护管理协同度 保护协调情况
名人名事 利用协调情况
有无传统聚落 管理组织协调情况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基于问卷数据的指标信度检验

标准载
荷系数

项已删
除的 α
系数

Cronbach 
α 系数

X1 环境适应性 E1 白鹤岭古驿道和周边环境协
调

0.586 0.939 0.936

E2 所处地段适合开发 0.563 0.940
E3 周围的自然环境好 0.616 0.938
E4 周边交通方便 0.619 0.939
E5 周边设施的配置程度好 0.648 0.939

X2 经济适应性 E6 白鹤岭古驿道的开发能够带
来新的就业机会

0.774 0.937

E7 白鹤岭古驿道的开发能够增
加居民的收入

0.722 0.936

E8 白鹤岭古驿道的开发能够吸
引更多的投资

0.742 0.937

E9 白鹤岭古驿道的开发能够促
进当地产业的发展

0.721 0.937

E10 白鹤岭古驿道的开发能够最
大限度地发挥该地段价值

0.644 0.938

X3 社会文化适
应性

E11 能够更好地整合周边的历史
文化遗产资源

0.716 0.937

E12 白鹤岭古驿道文化底蕴深厚 0.667 0.937
E13 具备很好的文化教育意义 0.791 0.937
E14 能够增强地区凝聚力和地方

认同感
0.723 0.938

X4 线路适应性 E15 适合赋予古道附加功能，复
兴古道

0.75 0.937

E16 线路的遗存丰富，可利用价
值高

0.787 0.938

E17 白鹤岭古驿道空间尺度适合
开发旅游线路

0.655 0.938

E18 线路的景观和自然环境具有
很高的吸引力

0.754 0.935

E19 线路开发后，能够更好地融
入周边环境

0.768 0.937

表 3　白鹤岭古驿道资源本体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表 4　白鹤岭古驿道资源适应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信度检验

资源本体适应性的评价，1到 5分别代
表非常赞同、比较赞同、赞同、不太赞同、
不赞同。采用以在固定地点派发问卷为
主，以入户结构式问卷访谈为辅的方式
进行调查。其中，固定地点为南漈山公园、
岭头村、叶厝村、满盾村等4处古驿道
沿线村庄。问卷派发与入户访谈地点的
选择则在访谈当地管理部门与对福温古
道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后确定。共计发放
问卷130份，问卷有效率为93.5%。
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对适应性

的主要因子进行测度，对19项适应性价
值指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Cronbach α
系数大于0.8，数据信度较高，可用于进
一步处理；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E1和
E2标准化载荷系数小于0.6，关系较弱，
可删除。移除后，对数据进行验证，标
准载荷系数大于0.6，P值表示显著，MI
指标均小于10，构建的4个维度共17
项适应性价值评价指标满足统计数据质
量要求。删除E1、E2的子项评价项后，
信度与效度状况良好，数据质量达标。

4.3　调查与评价结果
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在资源本体价

值评价维度上，受访者对白鹤岭古驿道
历史文化内涵的认可度最高，其次是区
位价值，但对于保护现状与保护协调管
理情况评价不高。在资源适应性价值评
价维度上，受访者认为古驿道的社会文
化适应性最高，其中“具备很好的文化
教育意义”“能够增强地区凝聚力和地
方认同感”指标的评分最高；线路适应
性和经济适应性次之，其中“线路的遗
存丰富，可利用价值高”“白鹤岭古驿
道的开发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地段价
值”“白鹤岭古驿道的开发能够促进当
地产业的发展”指标的评分较高，同时
受访者对于其开发能够促进当地产业发
展的潜力也给予了较高评价；环境适应
性评分较低，其中“周边交通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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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最低。
为进一步分析白鹤岭古驿道分段的

适应性价值，将古驿道分为南漈山公园
至半岭村、半岭村至岭头村、岭头村至
界首关、界首关至叠石村段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显示各分段的适应性情况有所
区别 (图4)，在后续保护发展中应给予
区分，如结合各段特色采用“交通遗产+
聚落”“交通遗产+田园”“交通遗产+
研学”“交通遗产+特色产业”等活化方式。

5 结束语

交通遗产是一种重要的人类活动空
间遗产类型，目前对交通遗产的保护与研
究较为匮乏。短距离交通遗产分布广泛且
所处环境复杂，挖掘其适应地方发展的特
殊价值并进行相应的保护利用，对促进交
通遗产保护与地方发展有积极作用。本文
尝试构建短距离交通遗产的适应性价值
评价模型，并以福建福温古道宁德白鹤岭
古驿道为例，从多维度评价古驿道整体与
分段的适应性价值，分析价值评价对短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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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价值进行评价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各
类短距离交通遗产的特征与差异，并改进
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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