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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太和殿 古观象台

人民英雄纪念碑 雍和宫法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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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的世界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村）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北京市

中国的世界遗产
明清故宫- 北京故宫〔MfngqTng Gugong—Beijing 

Giigong] 世界文化遗产，1987年确定，批号1—1。北 

京故宫坐落在古老的北京城中央，原称紫禁城，为明清 

两代皇宫。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14年后建成。 

占地72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有殿宇 

九千余间，宫墙周长约3400米，宫墙外边围绕着宽52 

米的护城河。北京故宫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宫殿建筑群。明清两朝约500年间， 

有24位皇帝居住于此。封建帝王为了显示其至尊地位， 

故宫殿宇建筑布局采用中轴线对称结构，突出主体宫殿， 

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皇权至上、等级分明、内外有别 

的伦理观念。全宫分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其中外朝包 

括中轴线上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及两翼的文华殿、 

武英殿，是帝王庆典、召见群臣和行使权力的场所；内 

廷包括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 

等，是帝王处理日常政务和帝后嫔妃、皇子公主们居住、 

游玩、祭神之地。全部建筑为黄琉璃瓦顶，金碧辉煌。 

故宫正门朝南称午门，北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 

西华门。午门内有东西贯穿的金水河，上跨五座汉白玉 

单拱金水桥。故宫内保存大量珍贵文物，是研究明清史 

和历代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1925年设立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是我国的国家级博物馆，常年搜集、修复、 

整理并展出珍贵文物。现有文物陈列：三大殿及后三宫、 

西六宫为宫廷历史遗物陈列；斋宫和东六宫是青铜器馆、 

陶瓷馆、明清工艺美术馆；三大殿的两虎是历史艺术陈 

列；皇极殿为绘画陈列；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是珍 

宝馆；奉先殿为钟表陈列室。2004年清初沈阳故宫作为 

扩展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此项统称为明清皇宫， 

又称明清故宫。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Zhoukdudidn Bgijingr6n Yfzhl） 

世界文化遗产，1987年确定，批号1一2。它位于北京市西 

南郊48公里处的房山区周口店。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名称为周口店遗址。遗址内已发现古人类化石、石器 

及古人类居住遗址二十余个地点，其中第一地点在龙骨山 

北坡洞穴内，1918年发现，1921—1937年及新中国建立后 

曾多次发掘，共发现属于四十多个个体的“北京猿人”化 

石，打制石器、石片十万多件，还有大量古动物化石以及 

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北京猿人年代距今70-20万年。 

周口店遗址是世界上同一阶段古人类遗址中材料最丰富、 

最系统的古人类遗址。1933年在其上部洞穴中发现约1.8 

万年至L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人“山顶洞人”， 

发掘出八个性别年龄不同的个体化石（体征近似现代人）， 

还出土了石器、骨角器和穿孔饰物。

长城〔Ch6ngch6ng〕 世界文化遗产，1987年确定， 

批号1-4。长城是中国古代雄伟壮观的军事防御工程, 

起源于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齐、楚、燕、赵、秦等国 

长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秦、赵、燕三 

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修缮增筑，建成西起临洗、东至 

辽东的万里长城。此后，汉、金、明等朝代均曾大力修 

筑。现存较完整的是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 

长6700公里。长城由城墙、关城、墩堡、敌楼、营城、 

镇城、卫所、烽火台等建筑物组成。万里长城——八达

周口店猿人洞

岭、山海关、嘉峪关均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 

位。长城（含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 

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勺； 

界遗产名录》。2002年辽宁绥中九门口长城亦正嚼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组成部分。中国， 

世界上墙体和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冷?希% 

体系完整的军事工程，不仅历史上战略地位重要”

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 足跳
颐和园〔丫加Yudn〕世界文化遗产，1第8鳴, 

批号W—1。坐落在北京市西北郊海淀区，原为m 

行宫花园。乾隆十五年（1750年）建清漪园，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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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60年）曾被英法联军所毁，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 

椁太后挪用海军经费重建，改称今名。光绪二十六年 

；900年）又遭八国联军破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市修颐和园占地约290万平方米，水面占五分之四，有 
殿章力阁亭台三千余间，是我国也是世界上造景丰富、建 

筑集中、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全园分三部分：正宫门 

（东门）内仁寿殿（原称勤政殿）为中心的行宫坐朝听政 

区毗邻的玉兰堂、大戏楼为主的帝后寓居娱乐区，万寿 
山:昆明湖一带广大的皇家游览区。山前有佛香阁和700 

米长的画廊；山后有仿西藏布达拉宫的建筑群、苏州水 

街；昆明湖上有仿杭州苏堤的桥亭建筑，仿卢沟桥而建的 

十七孔桥。园林造景与自然山水相互和谐，融为一体。园 

中珍藏近4万件珍贵文物，主要殿堂已按清末原状陈列文 

物，故又有“博物馆公园”之称。

天坛〔TiOnTGn〕 世界文化遗产，1998年确定，批号 

W—2。位于北京市崇文区永定门内。明永乐十八年 

（1420年）始建，清代续修，初名天地坛，明嘉靖九年 

（1530年），因北郊另建地坛，故改称天坛。占地273万平 

方米，为北京故宫的三倍多。现存大部分为明代建筑。天 

坛是明清两朝帝王冬至祭天、孟春祈谷的祭祀建筑。坛庙 

建筑群的整体布局或单体建筑都反映古代中国传统的“天 

圆地方”的宇宙观，象天法地，并集建筑学、数学、力 

学、声学、美学、哲学、历史学乃至生态学等多学科知识 

于一体。坛墙周长5公里，分内、外两坛。内坛郁郁森森 

的松柏林间，以祈年殿（祈谷之所）、皇穹宇、圜丘坛 

（祭天之所）等建筑构成一条南北1公里长的中轴线。还 

有斋宫、神厨、神乐署等古建筑群。其中按天象而建的祈 

年殿，中央4根龙柱象征四季，中层12根金柱象征12个 

月，外层12根巨柱象征一天12个时辰，加起来象征24个 

节气，三层柱共28根象征周天28星宿。皇穹宇收藏配祀 

神牌，是著名的回音建筑。古代中国以数9表示天体至高 

至大，圜丘坛砌筑石料，处处是9的倍数。北京天坛是世 

界上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天坛祈年殿

明十三陵〔Ming Shfsan Ling〕 世界文化遗产扩展项 

目，2003年确定，批号刈一扩1,并入2000年确定的 

IXT “明清皇家陵寝”项目内。位于北京昌平区（见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词条“十三陵”释文）。

故宫〔GtiGSng〕 世界文化遗产。原指1987年确定 

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1-1北京故宫。2004年印一并1 

沈阳故宫作为扩展项目入选，统称明清皇宫，又称明清 

故宫，简称故宫（详见相关词条释文）。

中国长城[Zh6nggu6 Chdngch6ng） 世界纪念性建筑 

遗产。批号1—2, 2002年入选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 

名录。位于中国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 

古、陕西、宁夏、甘肃、河南、山东等省市自治区。中 

国长城是世界著名的冷兵器时代伟大军事防御工程。始 

建于周、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时把战国秦、赵、燕等 

国长城连建成万里长城，以后，汉代、明代均大规模修 

建。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至嘉峪关，长6700公 

里。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 

烽火台等组成。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遗址

周口店遗址〔Zh6uk6udidin YfzhI〕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批号1—136,旧石器时代大型古人类文化遗址。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见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北京 

人’遗址”词条释文）。

琉璃河遗址〔Li如h6 Yizhi）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批号西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 

区大石河左岸董家林、黄土坡等村台地上，是我国较重 

要的一处西周文化遗址，面积52万平方米。1972年起勘 

探并多次发掘。遗址中部有古城址一座，城东部有墓葬 

区，城内及西部为居住区。从墓葬中出土大批青铜器， 

其中有铸“匾侯”铭文的青铜器，证实周初燕国封地就 

在北京。已设西周燕都博物馆。

圆明园遗址〔Yudnmhig Yuan Yfzhl] 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批号田一221,清代皇家园林遗址。位于北京 

市区西北海淀镇北。占地350多万平方米，周长10余公 

里，包括圆明园及其附园长春园、绮春园（后称万春园） 

三园，是清代大型皇家园林和几代帝王“避喧听政”的 

离宫。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作为第四皇子（后为 

雍正帝）赐园，开始修建，嘉庆十四年（1809年）建 

成。它集中国南北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建殿堂楼阁、 

轩馆廊榭各式建筑140多处、木石桥梁100多座、园林 

造景100余处，包括圆明园中的正大光明殿、九州清宴 

殿、蓬岛瑶台、文源阁，万春园的正觉寺，以及长春园 

的仿杭州西湖名景平湖秋月、欧式宫苑西洋楼等。当年 

园内收藏了大量图书字画、文物珍宝，堪称中国文化艺 

术宝库，西方誉为“万园之园”。I860年和1900年先后 

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洗劫和焚毁。现已利用原山形水 

系、文物古建筑残迹开设遗址公园。

金中都水关遗址〔Jm Zhongdu ShuYguan YizhY〕 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批号v-i,金代都城水关建筑遗 

址。位于北京市区南右安门外凉水河北，是迄今发现的 

唯一一处完整的金中都建筑遗址，也是国内规模最大、 

保存较完整的一处水关遗址。建造年代约在金天德三年 

至五年（1151—1153年）。水关遗址全长43.4米，其中 

水涵洞南北长2L 35米，东西宽7. 7米。水关跨城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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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
三足钵新石器时代早期。出土于甘肃省秦安县邵店 
大地湾一期遗 

址。

高 12.5 

厘米，口径27 

厘米。用细泥 

红陶制成。大 

口，圜底，钵下 

有三个实心锥 

形短足。器物 

施彩绘，口沿 

外有一圈红色宽带纹，在此宽带纹下有一片灰斑。外壁表 

面颜色不纯,为红褐色。内壁为灰黑色。造成内外颜色不 

一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烧制陶器的技术很低，尚处于原始 

的草创阶段，掌握火候的技术还不熟练。该三足钵是大地 

湾一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大地湾文化是分布在渭水上 

游的一支距今约八千年的远古文化。是中国境内发现的 

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之一。由于该钵时代久远，因而收藏价 

值很高。

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双耳三足壶 新石器时代早期。1978年出土于河南 
省新郑县裴李岗遗 

址。

高13. 9厘米， 

口径6厘米。用细 
泥红陶制成。形状 

为圆口，直颈，圆 

肩，深腹部呈球形， 

圜底，底部附实心 

锥状三短足，足向 

外撇♦肩上装饰有 
半月形双系耳，器 

表面磨光。由于长 

期受水侵蚀，器物 

表皮多已剥落，而 

且在颈部有两道裂缝，其中一道裂缝延伸到了陶壶腹部。 

此壶是分布在河南中部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的典型器物之 

一，亦是中国境内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生活用具之一, 

距今约八千年。具有比较高的收藏价值。

现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鱼纹盆新石器时代中期。五十年代出土于陕西省西

髙17厘米。口径31. 5厘米。用细泥红陶制成。盆 

外壁用黑彩绘成单体鱼纹三尾，构成连续纹饰。鱼为圆 

目，巨口，露齿，扬鳍，反映了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居民同渔 

猎生活的密切关系。仰韶文化是中国境内分布广阔，延续 

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文化，半坡类型代表了仰韶文化两千 

年发展史的早期阶段。鱼纹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典型 

纹饰,大多施绘在盆类的内外壁。有单体，也有复体。有 

写实鱼纹,也有写意鱼纹。还有从鱼纹演变而来的人面鱼 

纹、对顶三角纹等。这些各种各样的鱼纹，是仰韶文化半 

坡类型居民奉行鱼图腾的证据。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人面鱼纹盆新石器时代中期。五十年代出土于陕 
西省西安市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

高16. 5厘米，口径39. 5厘米。盆中绘有黑彩的人面 

纹和鱼纹，对称排列。人面纹外廓为圆形♦额的左半部涂 
成黑色，右半部是一黑色半弧形,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当 

时的文面习俗。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挺直，神态安详。嘴 

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加之两耳旁 

的两条小鱼，构成形态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丰富的想 

像力。人面纹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髻，发髻外有 

鱼的鳍刺形的装饰，显得华丽威武。这种奇特的装束，不 

会是半坡人平时的穿着打扮，大概是在进行某种宗教活 

动时的化妆形像。至于鱼纹,基本上是写实，但也稍有变 

形，很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此器物制 

作精致，彩绘绚丽多彩，巧妙地表达出生活中人鱼紧密联 

系和人们以鱼为图腾崇拜的主题，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