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澳大利亚国家委员会“巴拉宪章”（全文）

历史回顾

背景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澳大利亚国家委员会（以下称“澳大利亚 ICOMOS”）明确表示：

《巴拉宪章》只有一个，即 1999 年通过并实施的版本。1999 年之前所颁布的三个版本业已归档，不再获

得澳大利亚 ICOMOS 的认可。任何宣称使用 1998 年版本（或非 1999 年 11 月所通过版本）的人都违背了澳

大利亚 ICOMOS 的主旨，并没有采用真正的《巴拉宪章》。在首次提及《巴拉宪章》之处，需使用“澳大

利亚 ICOMOS《巴拉宪章》（1999 年）”字样，此后则简称“《巴拉宪章》”即可。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澳大利亚国家委员会于 1979 年 8 月 19日在巴拉通过，1999 年 11月 26 日进行修订）

序言

《巴拉宪章》是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澳大利亚国家委员会

在参考《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和修复宪章》（1964 年，威尼斯）及 ICOMOS 第 5 届

大会决议（1978 年，莫斯科）的基础上，于 1979 年 8 月 19 日在澳大利亚南部

城市巴拉批准实施的。澳大利亚 ICOMOS 分别于于 1981 年 2 月 23 日、1988 年 4

月 23 日和 1999 年 11 月 26 日对宪章进行了修订。

《巴拉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凝聚了澳大利亚 ICOMOS 成员的学

识和经验，为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场所（文化遗产地）的保护管理提供了指导

保护是文化遗产管理的有机组成，是一项长期而持续的任务。

《宪章》的适用对象

《宪章》为从事文化遗产地工作或与之相关的顾问、决策者、以及遗产地

的所有者、管理者和保管着制定了工作标准。

如何使用《宪章》

应当从整体上把握《宪章》。其中的许多条款是相互关联的。例如，“保

护准则”部分的条款在“保护过程”和“保护规范”部分中也有进一步的诠释。

各部分的标题意在方便读者阅读，而不是将《宪章》刻意划分为几个部分。

《宪章》本身为一份完整独立的文件，但是其实施和运用会在澳大利亚

ICOMOS 的一些其他文件中得到进一步的诠释，这些文件包括：

l 《巴拉宪章》指南：文化价值；

l 《巴拉宪章》指南：保护方针；

l 《巴拉宪章》指南：科研及报告的程序；

l 遗产地保护中的共存规范。

《宪章》的适用领域

http://www.iicc.org.cn/Info.aspx?ModelId=1&Id=328


《宪章》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文化遗产地，包括具有文化价值的自然遗产

地、原住民遗址和历史古迹等。

其他组织制定的准则规范也有参考价值，包括《澳大利亚自然遗产宪章》及《原

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文化遗产地的保护、管理与使用指南草案》。

为什么需要保护？

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场所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在社会和景观、过去与现实

体验之间建立了深刻而富有灵感的联系。它们是历史的记录，是澳大利亚存在与

发展的有形见证，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场所反映了社会的多样性，

反映了我们的现在，以及塑造出我们自身及澳大利亚景观的历史。因此，这些场

所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性。

我们必须为现在及未来世代的人们保护这些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场所。

《巴拉宪章》提倡慎微的改造：尽全力保护并利用这些场所，同时尽可能

不对其做出任何改造，以保存其文化重要性。

第一条 定义 注释

在本《宪章.》中：
注释不属于《宪章》的一部分，可由澳大利亚 ICOMOS

予以添加

1．1
“场所”指地点、区域、土地、景观、建筑或建筑群，

也可以包括组成要素、内容、空间和风景。

场所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条款 1.1 中描述的组成要素包

括：古迹、树木、花园、公园、历史事件发生地、城区、

城镇、工业区、考古遗址和宗教场所。

1．2

“文化重要性”指对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人们具有美

学、历史、科学、社会和精神价值。文化重要性包含

于遗产地本身、遗产地的构造、环境、用途、关联、

涵义、记录、相关场所及物体之中。

遗产地对不同个体或团体而言，具有不同的价值。

“文化重要性”一词与“遗产意义”和“文化遗产价值”

具有相同的含义

遗产地的文化重要性随历史发展而变化。

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也可随信息的更新而改变。

1．3
“构造”是指遗产场所的所有自然物质，包括组成成

分、、固定结构、内容和实体。

构造包括建筑物内部和表面遗迹，以及从遗迹中发掘出

来的材料。

构造可界定空间范围，这可能是判断场所重要性的重要

元素。

1．4
“保护”是指保护某一场所以保存其文化重要性的一

切过程。

1．5
“维护”是指对某遗产地的构造环境所采取的持续保

护措施。维护要与维修相区别。维修包括修复和重建。

以屋顶的沟檐为例，两者的区别在于：

· 维护仅涉及沟檐的常规视察和清洁；

· 腐朽性维修则意味着将沉积的沟槽重新装回原位；

·重建性维修则意味着更换已经腐朽的沟槽。



1．6
“保存”是指维护某遗产地的现存构造状态并延缓其

退化。

我们已经发现，所有遗产地及其组成部分都在以不同的

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

1．7

“修复”是指通过去除增添物，或不利用新材料而将

现有组成部分进行重新组装，将某一场所的现有构造

恢复到已知的某一历史状态。

1．8

“重建”是指将某遗产地恢复到已知的某一历史状态。

重建和修复的区别在于它在遗产地的构造中应用了新

的材料。

新材料可包括从其他场所抢救出来的回收材料。这一方

法不应对任何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场所造成损害。

1．9
“改造”是指对某一场所进行调整，以使其适合现有

或提议用途。

1．10
“用途”是指一处场所的功能，以及可在这一场所开

展的活动或实践行为。

1．11

“相容用途”是指对某一场所的文化重要性给予充分

尊重的用途。这类用途对此场所的文化重要性没有或

者只有极小的影响。

1．12
环境是指“某遗产地周围的区域，可包括视力所及的

范围”

1．13
“相关场所”是指促成另一场所文化重要性形成的场

所。

1．14
“相关物体”是指促成另一场所文化重要性形成但却

不位于该场所的物体。

1．15 “相关性”是指人与场所之间的特殊关联。
相关性可以包括某一场所的社会或精神价值及社会对该

场所的文化责任。

1．16
“意义”是指某一场所代表、象征、唤起或表达的意

义。
意义通常与无形要素相关，例如象征性和纪念性

1．17 “诠释”是指展示某遗产地文化价值的所有方式。
诠释可以是对构造的各种处理（譬如、维护、修复、重

建）；某一场所的用途及活动；遗迹说明性材料的利用。



保护准则

第二条 保护与管理

2．1 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场所应该得到保护。

2．2 保护的目标是保护该场所的文化重要性。

2．3
保护是妥善管理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场所的有机组成部

分。

2．4
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场所应受到安全保护，不得被置于

危险或脆弱的状态。

第三条 采取审慎措施

3．1
保护应基于对现存构造、用途、相关性和意义的尊重；

对遗产地进行的改变需慎之又慎，少之又少。

对某一场所的构造进行的添加、改变和处理痕迹是其历

史和用途的证据，也是其重要性的一部分。保护行动应

该有助于而不是妨碍对这一部分信息的了解。

3．2
对遗产地进行的改变不应破坏其物理结构和其它特

征，也不要基于想当然的推测。

第四条 知识、技巧和技术

4．1
遗产地保护应当充分利用一切有助于其研究和保护的

知识、技能和方法。



4．2
在进行重要构造的保护时，倾向于使用传统的技术和

材料。在某些情况下，则可能更适合使用能提供重大

保护效果的现代技术和材料。

现代材料和技术的应用必须得到牢固的科学证据或富有

经验的机构的支持。

第五条 价值

5．1

对遗产地的保护应认识并考虑到各方面的文化和自然

价值，而不能毫无根据地强调一种价值，牺牲其他价

值。

自然遗产地的保护在《澳大利亚自然遗产宪章》中有所

阐释。本《宪章》定义的自然重要性意指生态系统、生

物多样性、地质多样性对其存在价值或对当前和未来的

人们的科学、社会、艺术、与生活价值的重要性。

5．2
可依据某一场所的文化重要性的相对程度决定不同的

保护措施。

必须谨慎对待采取的措施，因为对遗产地文化重要性的

理解会发生改变。本条款不得被用于为损害文化重要性

行为做出任何辩解。

第六条 《巴拉宪章》执行程序

6．1

在进行决策之前，最好通过一系列信息收集与分析，

了解场所的文化重要性及可能影响其未来的其他事

务。

首先要理解文化重要性，然后是制订开发方针，最后

是依据方针对遗产地加以管理。

附录中以插图讲解了《巴拉宪章》执行程序，或者说是

研究、决策和行动顺序。

6．2
遗产地的管理方针必须建立在理解其文化重要性的基

础上。

6．3

方针制订应考虑到影响遗产地未来发展的其他因素，

例如遗产地所有者的需求、资源、外部限制条件及其

自身的物理条件。

第七条 用途

7．1 若场所的用途具有文化重要性，则应该对其加以保存。

7．2 应该为遗产地创造相容用途。

针对应甄别出遗产地的一种或多种用途或旨在保存其文

化重要性的使用局限。遗产地的新用途应将重要构造和

用途改变减至最少；应尊重遗产地的相关性和意义；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继续保持为其赋予文化重要性的

实践活动。

第八条 环境

遗产地保护应该保留恰当的视觉环境及赋予其文化重

要性的其他关系。

一切可能对环境或其他关系起负面作用的新建设、破

坏、干扰或其他变化都是不恰当的。

视觉环境可包括用途、位置、数量、形态、体量、特征、

颜色、质地和原材料。

其他关系（譬如历史脉络）可有助于我们诠释、理解、

欣赏或体验遗产地。

第九条 地点

9．1 遗产地的地理位置是其文化重要性的组成部分。



遗产地中的建筑，人工作品及其他组成要素都应保存

在其原有位置。

除非必须更换位置才能保证遗产地的存在，否则不能

改变遗产地的位置。

9．2

遗产地中某些建筑、人工作品和其他组成要素在设计

上是可移动的或者在历史上已被更换位置。

如果这样的建筑、作品和组成要素与遗产地当前所处

位置没有重要联系，则移动可被视为合理的。

9．3

在需要移动的情况下，需要建筑、人工作品和组成要

素移动到合理的位置，并加以合理利用。类似措施不

应对任何文化遗产地造成损害。

第十条 内容

构成遗产地文化重要性的内容、设备和物体都应得到

保存。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方可进行移动：这是确保

其安全和保存的唯一途径；临时性处理或展览；文化

原因；健康和安全原因；或出于保护场所本身的目的。

在条件允许以及具有文化合理性的情况下，应将上述

内容、设备和物体归还原处。

第十一条 相关场所和物体

应当保留相关场所和相关物体对文化重要性的贡献。

第十二条 公众参与

在遗产地保护、诠释和管理中，应当纳入那些与遗产

地有特殊关联或对其有特殊意义的公众，或是对遗产

地富有社会、精神或其他文化责任的人士的参与。

第十三条 多种文化价值的共存

应当认识、尊重并鼓励多种文化价值的共存，尤其是

在这些价值处于冲突的情况下。

在某些遗产地，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可能会影响方针制

定和管理决策。本条款中的文化价值指对文化群体具有

重要意义的信仰，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宗教、精神和道

德信仰。与遗产地文化重要性方面的价值比较，这里价

值的概念比文化重要性中的价值概念外延更广。

保护程序

第十四条 保护程序

根据具体情况，保护可包括以下程序：保留或重新推

出某一用途；保留相关性和意义；维护、保存、修复、

重建、改造和诠释；一般来说可能包括一个以上的上

述活动。

在有些情况下，对遗产地的保护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

第十五条 改变

15．1

为了保留文化重要性，有时或许需要进行必要的改变，

然而如果可能削弱文化重要性，则不提倡这么做。

遗产地的改变程度应取决于遗产地的文化重要性及其

合理诠释。

若要改造遗产地，必须将文化重要性削弱减至最小为标

准，从众多方案中作出选择。



15．2
可能削弱文化重要性的改变措施都应该是可逆的，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将其恢复到改变前的状态。

可逆性改变应被视为临时性措施。只有在迫得已的情况

下，才能采取不可逆的改变，且该措施不得阻碍未来的

保护行动。

15．3

一般不允许对遗产地的重要构造造成破坏。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微弱的破坏作为保护措施的一部

分也是可以接受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将移

动过的重要构造复原。

15．4

应尊重遗产地各方面的文化重要性。如果某个遗产地

包括不同时期的构造、用途、关联或意义，只有在准

备忽略、移除或弱化的某一历史阶段或部分仅具有极

小文化重要性，以及所要强调或诠释的某一阶段或部

分具有远为重大的文化重要性的情况下，方能牺牲前

者，强调或诠释后者。

第十六条 维护

维护是保护的基础。当遗产地的构造具有文化重要性，

且这一重要性必须通过维护来加以保持时，就应当对

其加以维护。

第十七条 保存

保存适合于以下场所：现有构造或状况构成了遗产地

的文化重要性，或没有足够的证据以执行其他保护程

序。

对遗产地构造的保存不会掩盖其建筑和使用情况。保存

程序适用于：

·构造迹象及其重要，不得加以修改；

· 调查不足，不足以依据第 26至 28 条进行方针决策；

如果新任务（譬如加固）的目的是对构造加以物理保护，

且与第 22 条一致，则可开展与保存有关的活动。

第十八条 修复和重建

修复和重建应当揭示遗产地的文化重要性的各方面。

第十九条 修复

只有当我们对遗产地构造的早期状态有充分了解时，

才能对其进行修复。

第二十条 重建

20．1

只有当遗产地因破坏或改造已残缺不全，以及对复制

到早期构造有充分把握时，才能进行重建。在个别情

况下，重建也可用作保留遗产地文化重要性的用途使

用和实践的一部分。

20．2 重建应当与详细的审查结果或附加的诠释相一致。

第二十一条
改造必须仅限于依据第 6条和第 7 条所判断的对遗产

地的用途具有必要性的情况。

21．1
只有对遗产地的文化重要性影响极小时，才能对遗产

地进行改造。

21．2
在改造时应尽量将对重要构造的影响最小化，且必须

在对多种方案加以权衡之后才能予以执行。

第二十二条 新建筑



22.1

新建筑（例如添加物）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方可接受：

不歪曲或掩盖遗产地的文化重要性；不减损对遗产地

的诠释和欣赏。

新建筑的环境、体积、外形、规模、特点、颜色、质地

和材料可与遗产地现存构造相似，但应避免仿造。

22.2 新建筑应与本体保持和谐一致

第二十三条 保护性利用

延续性、调整性和修复性利用是合理且理想的保护方

式。

这些利用方式可能会改变重要构造，但应将改变降至最

低。在某些情况下，延续性利用和实践活动可能涉及到

大型新建筑。

第二十四条 保存相关性和意义

24．1

应当尊重、保存、而不是抹煞人类和遗产地之间的重

要关联。应当探寻并利用各种机会以诠释、纪念并颂

扬这种关联。

对很多遗产地来说，相关性可能与用途有关。

24．2
应当尊重包括精神价值在内的遗产地的重要意义。应

当探寻并利用机会以延续或复兴遗产地的意义。

第二十五条 诠释

很多遗产地的文化重要性并不明晰，因此应对其进行

诠释。诠释应当提高公众对遗产地的认识和体验乐趣，

同时应具有合理的文化内涵。

第二十六条 《巴拉宪章》的应用流程

26．1

在开展遗产地工作之前，应首先开展一系列旨在了解

遗产地的研究工作，包括对物理、文献、口头及其他

证据的分析，吸收恰当的知识、技能和准则。

研究结果应随时进行更新，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应定期加

以审查和修订。

26．2

在关于遗产地文化重要性和方针的书面声明中，应通

过有力的证据证明该声明的合理性。重要性和方针声

明应作为遗产地管理计划的一部分。

如有必要，定期审查和修订文化重要性方针，以随时保

持更新。管理计划可包含与遗产地管理相关的其他问题。

26．3

应当为遗产地及其管理相关的集体或个人提供机会，

参与并协助了解遗产地的文化重要性。在适当的情况

下，应给予他们参与遗产地保护与管理的机会。

第二十七条 改变管理

27．1

应当根据遗产地文化重要性和管理方针声明对所提议

的改变措施对遗产地文化重要性的影响加以修订，以

更好的保护文化重要性。

27．2
在对遗产地进行任何改变之前，应当详细记录现存的

构造、用途、相关性和意义

第二十八条 对构造的干扰

应当将处于研究或获取证据的目的而对重要构造造成

的干扰降至最低。只有能够为遗产地的保护决策提供

重要资料或处于获取即将遗失或难以获得的资料证据

的目的，才能从事对构造加以干扰的研究，包括考古

发掘。

除决策所需的研究之外，任何可能对构造构成干扰的

研究都必须遵守遗产地的工作方针。类似研究必须基



于可能极大地增加知识，且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予以解

答的研究课题，并应当将对重要构造的干扰减至最低。

第二十九条 决策责任

应指定负责管理决策的个人或机构并且明确他们对每

项决策的职责。

第三十条 指导、监督和执行

在所有阶段都应保持强有力的指导和监督；任何改变

都必须由具有恰当知识和技能的人员予以执行。

第三十一条 资料记录和决策

所有最新证据和额外决策都应予以记录。

第三十二条 档案记录

32．1

与遗产地保护相关的资料应永久性存档，在符合安全

和保密要求及具有文化合理性的前提下，可以将资料

公开。

32．2

应当保护与遗产地的历史相关的资料；在符合安全和

保密要求及具有文化合理性的前提下，可以将资料公

开。

第三十三条 被移除的构造

被移除的重要构造，，包括内容、设备、实体，都应

被列入目录，并依据其文化重要性加以保护。

在条件允许及具有文化合理性情况下，应当将移除的

重要构造，如内容、设备和实体就地保存。

第三十四条 资源

应当为遗产地保护提供充足的资源。 最好的保护模式应该既节约工作量又节约成本。

——摘自《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文物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