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实性 ”和 “原真性 ”辨析
门认

张成渝
夕

摘要 总结 “真实性 '̀ 、 '̀原真性” 二词在国内 余年来的使用历程 , 表明从学术视野看 , “真实性” 的使用较之 “原真性 ” , 不具有先天优

势 。从字面表达看 , 两个译词侧重不同 , 但通过不同的表达途径最终趋于认知上的一致 。近年围绕两词的争鸣 反映出遗产学界将保护理论更

加紧密地联系中国实践的思考轨迹 , 相对于译词争鸣之 “表 ” , 其背后显现的理论思考日趋深入之 “里 ” 更具有本质性 , 因而更富现实意义。

关链词 原真性 真实性 时间维 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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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广受国内遗产界关注的关键词之一 , 它有两种

译法 真实性 原真 生̀。本文首先回顾二词在国内 余年来

的大致使用历程和若干主要节点 , 进而讨论 “原真性 ” 之译优于

“真实性 ” 。最后从二者表达途径上的差异性 、 表达内容的相似

性上 , 说明国内对于二词实际认知的趋同性 。

真实性 原真性在国内遗产保护领域的早期运用

首先说明 本节标题中 “早期 ” 和下节标题中 “近期” 的划

分 , 依国内学者于 年首次详细辨析 的涵义并质疑

“真实性 ” 的译法为准 。

, “真实性 ” 的早期使用

笔者所见国内早期的 “真实性 ” 提法 , 见于罗哲文等 年

对于古代建筑的 “历史真实性 ” 的论述〔一。 年 , 刘临安总结

“近百年意大利历史建筑保护的理论与流派” 时 , 亦言及 “历史

建筑存在的真实性” ' , 并在 年关于 “文物建筑的真实性 ”

的讨论中 , 首次将 “真实性 ” 与 “ ” 对照起来 。 这

一对照更显著地表现在随后他对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中心研

究 一 日 保护专家尤·约奇勒托 “文物建筑保护

的真实性之争 ” 一文的翻译中。

再考察中国申报世界遗产文本 。 年列为世界遗产的大

足石刻申遗文本 中 , 设专门段落讨论该遗产地的真实性与完整

性 。笔者认为 , 包括上段各文和大足石刻 、 布达拉宫 、丽江古城

等申遗文本 表 编制的选词 均具有相同的用词背景— 很大程

度上反映了当时国内遗产界 “真实性 ” 习惯用法 , 或是对此用法

的延伸 , 笔者早期的认识亦是此种写照 一, 。。

年 , 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中国国家委员会

制定 、 国家文物局推荐的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 '第 条论

及文物古迹的真实性 , “关于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 若干重

要问题的阐述 ” 对真实性进行了具体说明日 。

张成渝 年对遗产的真实 生 和完整性

原则 “〕展开讨论 , 并指出二者与中国遗产保护的关

系 , 及在指导中国实践方面的欠缺 。

以上 “真实性 ” 使用简要情况汇于表 。

“真实性 ” 的肇始使用与 无关

由上文知 , 国内遗产界最早 “真实性 ” 一词的使用 见于罗

表 “真实性 ” 国内旱期使川代表作

年年份份 作者 译者或出处处

日日 号哲 义等等 《中国 打代建筑 》 、 万史以实卜

钟志安安 言及 “万史建筑存八的真 '沙一性 ””

刘临 安̀安

尤 约奇勒托 。氏且。、一。
刘刘刘临安安

《大足石刻 》 申遗 交本本

郑琦 ””

中国国家委员会会

弓长成渝渝

资料源于中国知网 伙 门火 、 的 “真实忖 ” 关健和」检索 , ` 鼓

早论文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刃 北京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 〔北京 ,

收稿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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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人民网文化频道中国世界遗产简介中的 “真实性 ”

成成成为世界遗产年份份 遗产地名称称 “真实性 ” 论述节选选

义义化遗产产 拉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寺 “文化遗产价值 ” 其中之 是 , “保持了历史原状 布达拉宫现存的 货计 、 材料 、 〔艺 、 布局局

等等等等等均保存自公元 世纪始建以来 , 万次重大增扩建和重建的原状 真实性很高 ””

丽江古城城 “列人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 ”之 “六 关于丽江古城的真实性 ””

大足石刻刻 “文化遗产价值 ”之 “真实性及完整性 ” , 并沦及 “其设计一、 材料 、 工艺 、 布局等方面均保持持
了了了了了历史的真实性 。 ””

〔 明清皇陵陵 两处论述不同陵寝的 “真实性及完整性 ””

青城山与都江堰堰 “文化遗产价值”之 “真实性及完整性””

自自然遗产产 无

复复合遗产产 无 其中 , 泰山的链接误为周口店 “北京人 ” 遗址 , 故不可知知

资料来源 爪 详。把田 。 耐人民网 “巾国的 项 《世界遗产名录》 一览表及分布图” 及其遗产地链接 ,,

方问时间 年 月 日 。

哲文等 年对于古代建筑的 “历史真实性 ” 的论述降 。以之为

代表的国内保护界 “真实性 ” 早期使用 , 直接影响到世界遗产申

报文本和学界沿用 , 甚至早期的 翻译 。

另需强调 , 上书论及 “历史真实性 ” , 是在其时国内缺乏

讨论与认知的语境下提出的 。此有一证— 陈志华先

生 年 威尼斯宪章 , 中译本 。此译本中将 变通

地译为修饰性短语 “一点不走样地 ” “ 。这一细节至少可以反映

出 , 世纪 年代后期 , 国内对于 “ '' 与 “真实性”

的关系并无学术舆论环境 , 由此 , 才出现了翻译上的变通 。类似

情况另出现在国家文物局 , 年 《威尼斯宪章 》 , 译本中 , 此译

将 变通翻译为 “真实地 ” 。

从 年 《威尼斯宪章 》 的翻译或可推知 以罗哲文等为代

表的国内文物建筑界早期所言 “真实性” , 是一种原生的提法 ,

与 的译介和认识缺乏联系 — 这一联系的建立 , 迟

至 , 年 。刘临安在其论文 中称 , “ 年代开始 , 文物建筑保

护的核心问题是 真̀实性 ” ' ”。笔者认为 , 这一译

法亦是对此前 “真实性 ” 提法的沿用 。

“真实性” 的大量沿用

除前所及 , “真实性 ” 的大量沿用突出表现在世界遗产申报

事业中。从两条途径说明

官方世界遗产申报文本

笔者查阅了 年前 份申报世界遗产正式文本 ① 年

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 下称 入̀遗 ” 的曲阜孔庙孔府孔林 “ ,

②, 年入遗的庐山 ③ 年入遗的大足石刻 。其中 , 前

两份文本未涉及真实性 唯大足石刻申遗文本第 页 以一段的

篇幅描述了 “真实性与完整性 ” 表 。

权威网站 “中国世界遗产简介 ”

人民网文化频道的一份 “中国世界遗产简介 ” “ 简要介绍

了截至 年 月的中国 处世界遗产 。这份资料显而易见

年前后世界遗产介绍体例的变化 。由此推知 , 年前统一的

资料整理 , 很大程度上应也受到其时关于 “真实性 ” 用法的直接

影响。表 反映了这份资料对于 “真实性 ” 的引用情况。

“原真性” 的早期使用

“原真性 ” 在国内学术刊物的运用 , 较早见于张松 , 年

对于历史城镇保护的目的与方法的探讨 。文中称 , 原真性 “又

译真实性 ” , 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准 。原真性 “又译真实

性 ” 这一细节表现出作者知晓 “真实性 ” , 但却锁定 '̀原真

表 “原真性 ” 国内早期使用代表作

年年份份 作者 译者者 选词使用情况扼要要

张松松 弓用井略作展开 , 义中称 “又译真实性 ””

阮仪 直接引用。英义关键词为 犷 ,,

孙田 、张松松 翻译 《关于原真性的奈良交件 》》

阮仪三 、林林林 讨论文化遗产保护的嚎真性原则则

常青 、 岁小未未 文中 带而过 , 分别见丁 “异言 ' 和 “序 ', 」̀̀

日 陆地地 讨论历史性建筑的再利用用

乔迅翔翔 原真性作为 “原状 ” 研究的一部分分

注 表中各学者 , 除乔迅翔外 , 均来自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南规划研究领域 。

性 ” 这一新译词的倾向。

此后 , 阮仪三 年在申报世界遗产和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

讨论 , 以及 年遗产保护原则讨论中 , 亦阐述了文化遗产

的原真性 。另外 , “原真性 ” 还见于常青四 、 陆地四等学者的建

筑遗产再生研究中 , 和乔迅翔图一对于文化遗产原状的讨论中 。

首次明确以 “原真性” 译法出现的国际遗产文件中译本 , 见

于孙田 、张松 年译作 《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 》 ” , 一 。

以上 “原真 '生” 使用简要情况汇于表 。

结

综上 , “真实性 ” 较早公开见于 年 《中国古代建筑 》 一

书中。此处的使用没有藉 翻译而来的背景 , 该词的使

用更多地带有经验性的意味 。其后 “真实性 ” 在国内遗产领域的

广泛使用 , 基本上是对这一用法的习惯性沿用 。由此至少说明

当前关于 “真实性原真性 ” 两种译词选用 , 前者不具

有学术层面的先天优势 。于今看来 , 这种比较仍不无意义 。

真实性 原真性在国内遗产保护领域的近期运用

徐篙龄首次在国内深入辨析了 的涵义 , 并提出

“真实性 ” 翻译对于遗产科学并不贴切 , “原真性 ” 的译法更

可贴近遗产科学中 的英文原意 。较近的真实性问题的

探讨 见于常青 、 喻学才四等学者 。王景慧比较了 “真实性 ”

和 “原真性” 认为 “真实性” 更优 表 。

原真性还逐渐引起国内旅游学者的关注 以周亚庆 等人的

旅游原真性研究为代表 其观点得到了张朝枝牌一和徐篙龄 的

回应和纠偏 体现出两个领域对于 理解的不同侧重 。

在真实性原真性的争鸣中 , 也有学者经历了从真实性到原真

性 , 或反向的转变 , 。值得介绍的是 , 年 国家文物局等单

位联合编制的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 首次集中性地

建筑学报 , 日才花



表 国内近年原真性 真实性研究部分代表作

选选词词 年份份 作者者 选词使用情况扼要要

原原真性性 了余篙龄龄 在词义辨析的基础 上, 明确倡导 “原真性 ” 泽词 , 并详细 述了文化遗产保护中的 “原真性 ””

张朝枝枝 比较旅游原真性和遗产保护原真性性

徐篙龄龄 比较遗产原真性和遗产旅游原真性性

只只 张成渝因因 依据原真性论述 “不求嵘物长存” 和 “假占董 ” 所指为不同范畴畴

陈志华华 对其 《威尼斯宪章 》 年中泽本进行修汀 , 凸显 “原真性 ””

真真实性性 周亚庆等等 旅游的 “真实性 ””

门 国家文物局等等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 》 文物出版社 , , 。书中各国际文件的 盯 统一采用真实性性

常青青 历史建筑修复中应辩证看二寺 “真实性 ”“““““ 真̀实 ' 是建筑在不同时期演变中的 真̀实 ' 的叠加 , 若追求 嘎̀真 ' , 就是把这个意义延伸了 、、

形形形形形而上了 , 结果给自己出了难题 ””

王景慧慧 讨论 “真实性 ” 和 “原真性 ” 认为前者更优优

步骤

步骤

步骤

。 追加
阴影框表示此为一个关钮要索

令 黔石黑豁篡潺孚翟

“何时 “ 在时间上的考察 招要
从遗产的过去 , 现在和未来去向
个方面共同进行

哪哪哪

不不改变文物原状状

现现状 原状

阐阐述① , 阐迷 , ② , ,

原原真性 `̀

真真实 原状 非原初

步骤

火一飞表示分解过程

阴影棍裹示此为一个关钮要素

指 “关于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若千重要问题的阐述 圈。 圈 中阐述同此 ②阐

能黯凯黔漂书鬓装凳烹翼息黔露黯能糟奖爆翟鼎梁黔素
特征二 韶 一

。 “ 相当于 《关于原
一部分— “后续的

不不改变文物原状状

现现状 原状

阐阐述 问述 勿 , , 巾同图 ,

真实性的表达途径 原真性的表达途径

从政府角度推介了遗产保护中的真实性概念 表 。

当前 , “原真性” 一词已愈来愈多地出现于中国遗产界 , 。

这其中 , 较为典型的代表如 《曲阜宣言 》 , “国 。该宣言紧

贴中国特色文物古建筑保护维修理论与实践 由来自文物 、 古建

筑和城市规划等相关保护领域 名著名学者签名倡议 。宣言中两

处援引了 “完整性 、 原真性 ” 。

“原真性 ” 译法较近时期被采用 , 见于 年陈志华对其

《威尼斯宪章 》 年译本的修订— “我们必须把它们的

原真性所包含的全部信息传递下去 ” 。 句中 “原真性 ” 是对其原

译 “一点不走样地 ” 修订 , 也是此次宪章翻译修订中的关键 。

它说明 , 作为 《威尼斯宪章 》 最早的国内翻译者 陈志华认为

“原真性” 译法优于 “真实性” 。类似情况亦反映在国内最早将

译为 “真实性 ” 的刘临安先生的研究中 , 他亦认为

“原真性 ” 译法优于 '̀真实性 ” ' ”。

小结上述可见 , 国内文化遗产界最早 真̀实性 ” 一词的使

用 , 见于 年罗哲文等 《中国古代建筑》 中 历̀史真实性 ”

此后 , 以若干申报世界遗产文本 、刘临安 年翻译及同类论文

为代表 它们应是对之前保护界 “真实性 ” 用法的沿用 。 因此 ,

“真实性 ” 用词的恰当性 , 较之 “原真性 ” 不具有理应如此的先

天优势 。现实当中 , 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工作中采用甚至改而

采用 '̀原真性 ” 的译法 。

原真性 、 真实性的表达途径

国内遗产学者中 , 除了对于真实性 原真性之一始终保持选

词偏好外 另如前文第 节第 段所言 , 亦有发生从真实性到原真

性 , 或从原真性到真实性用词转变者 。这种转变实际都伴随着对

于遗产保护不同程度的深入思考 。

何以看待现实当中这种截然想法的认识差异 本文认为 , 用

词选择的两种改变 , 可以从各自不同的表达途径和实际表达内容

上找到解释 。这种解释也将有助于理解 “真实性 ” 、 “原真性 ”

的实际内涵 。

“真实性 ” 的表达途径

“真实性 ” 字面只强调 真̀实 ” , 回避了时间 。但是在实

际讨论和保护工作当中 , 紧随其后的一个问题仍然是 何时的

真实 这一问题进而导引出 , 旧 现状的真实 抑或 , 原状

的真实 图 , 此部分文 、 图中的 、 日、 字样对应于下文 相

关论述 。

图 , 说明 “真实性 ” 的提法 步骤 通过追加判据 `何时的

真实” 步骤 构成一个完整的表达途径 , 即 十 , 。

原̀真性 ” 的表达途径

“原真性 ” ' 字面不但强调了 “真实 ” , 还强调了

“原状 ” 日 , 此译表明了 “原状的真实可信 ” 而非有些学

者认识的仅指 原̀初 的真实可信 ” 。 更重要的是 , “原 ” 字

闷 日 〔 了 月 臼 建筑 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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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提示时间维的关键作用 , 进而引出 “现状” 日, 、 “原

状 ” 的区别 图 。此部分文 、 图中的 、 、 日字样对应于

上文 相关论述 。

图 说明 , “原真性 ” 包含了真实 、原状步骤 , 同时通

过 “原 ” 对 ”时间维 ” 的提示 步骤 , 构成一个完整的表达途

径。即 ' 二十日 。可见 , 实际效果等同于 “真实性 ” 日

日 。且二者在步骤 以下的表达途径是相同的 。

不过 , 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 , 二真实性 ” 和 原̀真性 ” 均通

过两个步骤来完成。真实性通过判据追加 原真性通过字面本身

的提示。比较而言 , 后者的提示较之前者的判据追加 , 过度得更

自然 , 从而更易于推动读者的深入关注 。从这个意义上看 , “原

真性 ” 优于 “真实性 ” 的表达。

如何对待真实性原真性译词的差异性

综上 , 真实性或原真性通过不同的环节 , 所要达到的最终保

护目标是一致 , 殊途同归而已。问题的关键在于 , 何时的真实

客观上看 , “真实性 ” 、 “原真性” 两个译词各有侧重

“真实性 ” 的字面信息量比 “原真性 ” 少 , 缺少了时间维

特质。但是 , 持 “真实性 ” 意见者恰恰认为字面上对于时间的回

避 , 使 “真实性 ” 具有更多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讨论空间 。这

种讨论中 , 遗产的时间要素仍是不可回避的重要方面

“原真性 ” 字面信息量大 , 包括了 “真实 ” 和 二原状 ”

点明了遗产与时间维的紧密关系 , 此为优于 “真实性 ” 之处 , 也

是本文所欲强调的 。但是 … 原 ” 字面容易使人关联到 “原初 ”

而非 “原状 ” , 成为该词遭到不同意见者集中质疑之处 。

不过 , “真实性 ” 和 “原真性 ” 分别通过不同的表达途径 ,

最终趋于认知上的一致— 即 真实十原初 后续特征 。真实性

的途径是 “真实 ” 十判据 “何时的真实 ” 原真性的途径是

“真实” “原 ” 字提示的时间维上的 “原初特征十后续特征” 。

综上 , 从实际的表达效果来说 , “真实性” 和 “原真性 ” 殊

途同归 。从对遗产时间维的强调和字面携带的信息量看 , “原真

性 ” 优于 “真实性 ” 。

此 , 这一学术探讨有其必要性 并值得鼓励。相对于译词争鸣之

“表 ” , 其背后显现的理论思考日趋深入之 “里 ” , 更具有本质

性 , 因而更富现实意义 。

结论

以罗哲文等先生 “历史真实性 ” 提法为参照 , “真实性 ” 早

在 年在国内的运用 , 并无与 “ 厂 对应的语境。

紧随其后的 “真实性 ” 使用 , 乃至 , 年首次将 译为

“真实性 ” 亦是对此前 “真实性” 提法的沿用。由此可知 早

期乃至在后续有广泛影响的 “真实性 ” 的使用 很大程度上带有

先入为主的成分 。正因为此 较之晚出的 “原真性 ” 译法 , “真

实性 ” 不具有学术上的先天优势 。

遗产是一个依托于时间维的概念 , “原真性 ” 之 “原 ” 恰当

地强调了这一时间维的特质 , 而 “真实性” 并不专指时间维 , 且

内涵过于泛化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 “原真性” 的译法优于 “真实

性 ” 。不过 就当前二词的全部表达过程而言 , “真实性” 和 “原

真性” 两个译词通过不同的表达途径 , 最终趋于认知上的一致 。

近年围绕 “原真性 ” 、 “真实性 ” 用词的争鸣 , 反映出中

国遗产学界将遗产保护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中国实践的思考轨

迹 。 “原真性” 、 “真实性 ” 两种译词优劣的讨论过程 伴随着

国内保护学界对于遗产保护时间 、 性态二维思考的不断深入 。因

注释

原文节选如下 世纪 年代开始 文物建筑保护的核心问题是 “真实阵

以漩 一行 '' , 虽然这个词 又仅在 “威 已斯宪章 ” 的序言中提到过一次 , 但

它一直是文物建筑保护理论中被争论的最热烈的问题 , 年奈良国向 公议的

主题就是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真实性 ” 。

另需注意 , 该文虽在英文 “ '' 中列出了 “ 叭卜以 '' , 但中义

“关键词” 中却缺失了 “真实性 ” 。

国内又见译作朱卡 诸葛力多

相关翻译句为 , “我们必须一点不走样地把它们的全部信息传下去 ” 英

文原文 写 飞一 上 巨

这种联系的缺乏另有一例证明 据介绍 , 年参加日本 “奈良原真性会

议 ” 的中国代表 , 回国后还向保护学者表达了对于会仪主题词 行知之

不甚的意思 。这一细节更可说明 , 此前国内保护界对于 “真实性 ” 的使用并未

受到 的影响 。

文中在国内首次提到 爪 与 《威尼斯宪章》 的关系 虽然这个词汉在

“威尼斯宪章 ”的序言中提到过一次 , 但它一直是文物建筑保护理论中被争论的

最热烈的问题 , 年奈良国际会议的主题就是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真实性 ” 。

以 年在苏州召开第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为界 , 该网此前对世界遗产地描

述体例大都一致 除 年人遗的天坛外 故应为同批整理而成。而 年及

之后新增遗产项目的描述 , 均以人遗报道链接的形式介绍 ￡寸比 年人遗的三

江并流和 年人遗的高句丽王城 、 王陵及贵族墓葬的体例可知 , 应是逐年添

加所致。因此 本文此处考察媒体 “真实性 ” 用词的背景 以 年前网上资

料的考察为准 。

占 川不前各链接 人足石刻的全部内容与庐山的 “自然遗产价值 ” 部分 ,

与正式申遗义本 致 。可见 , 媒体在集中整理这份资料时 , 也尽量与 “卜式交

件 ” 用法保持一致 。由此可知真实性用法在此仍为浩用 而非甄选

表中自然遗产和复合遗产中 “真实性 ” 的缺失从很大程度上说明 , 国内早

期关于真实性的关注 , 基本集中在文化遗产相关领域中 。 直到加汉年前后真实

性 、 完整性才在建设部的遗产中报中得到体现 。例如 年入遗的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部编制的 《青城山一都江堰 》 文本

根据参考文靓 的文末参考文献提示 , 朱光亚曾有 《关于奈良原真性的交告》

内刊稿 , 年份不详。

见出处第 页英文摘要 , 疑为误译 若此 , 或可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丁嘎真

性 真实性这类重要概念 考虑翻译选词的 “回译 ” , 实属必要

罗小未在 “序 ” 中指出 “客观地看待比史事件 、 人物及其背景赋子建筑

的意义、 辨证地处理保护中的 原̀真性 ' 比 士 间题 。” 常青在 “导

言 ” 中指出 , “ 原̀真性 ' 不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 ”

从真实性到原真性的用词转变如张成渝 、 罗哲文 、 刘临安等 从原真性到

真实性的用 司转变如常青 」

中国知网 土 「 服、数据库 “原食胜” 关键同查旬结宋可以

窥见一斑

这份宣言的签名者中也包括罗哲文先生 。

五 、 兮建筑的修缮有多种方法 , 应根据损坏状况采取不同方法 在确保文

物建筑的安全性 、完整性 、 原真性的同时 , 要将对义物建筑的干预减小到最低

限度 不得任意扩大修缮范围 。

、 已损毁的文物古建筑能否重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不能 概而 仑 应

根据已损毁的古建筑所处的环境 、 地位 、对建筑群体的作用以及文物建筑群体

的完整性 、原真性进行具体分析和评价 损毁建筑的重建应经过 专家 仑证和文

物主管部门批准 , 严格按程序办事

在 年 月刘临安先生的一次课堂教学中 , 笔者目睹其幻灯片中对 威

尼斯宪章 》 吐 , 妙译为 “原真性 ”的显著提醒 , 并耳闻了他对于 “嚎真

性 ” 泽法优干 “真实性 ”的解释

以 》 第 条解读 土、〔一 为
“ 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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