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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皮尔保罗·乔萨（Pierpaolo Giosa）的著作《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世界遗产和

城市政治：风下的城市景观》（World Heritage and Urban Politics in Melaka, Malaysia: A 

Cityscape below the Winds）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探讨了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世界遗产和城市

政治。2008 年马六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仅带来了人们的赞誉和珍重，同时也为其建

设决策者戴上了传承与重塑的枷锁。 

编者按: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明的建设一直是城市与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议题。

乔萨在其著作《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世界遗产和城市政治：风下的城市景观》的前两章提供

了关于马六甲的概念性描述，综述了马六甲和整个马来西亚现行遗产事务的政策，并探讨了

这些政策随时间推移的演变；第三章聚焦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对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影

响，并对马六甲获得全球性遗产城市地位的收录过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第四章讨论了马六

甲遗产政治影响住宅、商店和私人利益的问题；第五章聚焦于市区公共空间、政治体系和旅

游业在遗产政治化过程中的作用，以马六甲市区商店为例，探讨了在旅游繁荣和迁移的背景

下，改建夜市文化购物街过程中，当地人和管理者之间的纠葛与解脱；第六章将目光投向城

市边缘，展示了马六甲历史核心区域的遗产收录如何影响了其遗产区域之外的景观；最后一

章重申了本书的关键论点，即“祝福与诅咒”。 

作者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强调从各相关方——可能包括居民、商店主、地方政

府和其他社会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考虑和实施保护措施，以便更全面和贴近实际地解

决问题。总体来说，“自下而上”的方法更注重地方多样性和社会参与，试图找到一种更人性

化、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方式。 

这本书为马来西亚遗产政治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为后续的学者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机会。

现代化进程下，传统城市街区的建设与保留一直是当代都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议题。正

如书中 Chetti 村所代表的“祝福与诅咒”那样，建设者为了城市现代化和居民舒适度，或多或

少都需要对传统街区进行改变和调整，同时也需要为了保留历史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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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乔萨直言，在如今这个遗产意识觉醒和全球旅游业发达的时代，世界遗产城市的建设

无法拥有童话般的结局。然而，人们始终在努力。 

  

《新加坡热带地理杂志》（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2022 年刊载新加

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South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family at NUS）专家哈姆扎·穆

扎尼（Hamzah Muzaini）为皮尔保罗·乔萨的著作《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世界遗产和城市政

治：风下的城市景观》所写的书评。原书作者系社会人类学家皮尔保罗·乔萨系马克斯·普

朗克人类学研究所“文化遗产的全球政治经济学”研究小组前成员。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尽管世界范围内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UNESCO’S World Heritage, WH）名

录确立的过程、影响和政治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对于个别世界遗产遗址的探讨相对较为薄弱，

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因此，《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世界遗产和城市政治》一书可谓对该领

域研究做出了急需的补充。具体而言，该书聚焦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市（Melaka），凭借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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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悠久的港口城市的优势以及当代多元文化面貌的特性，该市与槟城的乔治市（Georgetown 

in Penang）于 2008 年一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书深入探讨了马六甲市成功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的漫长过程及相关议题。这一研究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官员、遗产专家

以及遗产爱好者的观点，也将那些与遗产名录制定过程没有直接关联、但日常生活却与世界

遗产称号紧密相连的个人的立场考虑在内。 

在简短的序言概述马六甲市以及该书主要研究目的之后，该书首章进行了广泛的概念

澄清，主要涉及（全球）遗产和遗产政治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发挥作用的复杂方式，以及与

之相关的不同行为体。随后的第二章概述了与马六甲市和马来西亚有关的现行遗产事务政

策，以及这些政策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第三章对马六甲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城市名录

的过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这一过程为该市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第四章和第五

章分别聚焦于旅游业中产阶级化和人口迁移等主题下（译注：gentrification 是指随着更多富

裕居民和企业的涌入，改变一个社区的特征的过程，这是城市政治与规划中一个常见而又富

有争议的话题。中产阶级化通常会增加社区的经济价值，但由此导致的人口迁移本身可能成

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马六甲市的城镇店屋发展状况（译注：shophouse，店屋，是常见

于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风土建筑，多为两至三层高，一楼作店铺使用，二三楼为民居），以

及将马六甲市中心特定区域改造为文化购物街的影响。第六章着眼于城市边缘，关注一个在

世界遗产名录之外被归为“遗产村庄”的遮迪遗产村（Kampung Chetti），展示了马六甲历

史核心区域的遗产收录如何影响了其遗产区域之外的景观。最后一章重申了本书的关键论

点，并回顾了马六甲市的经验，并将其与收录于《世界遗产名录》的其他亚洲城市（如老挝

的琅勃拉邦和中国的西安）进行案例对比。 

该书在相关研究中脱颖而出，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采用长时段研究方法，涵

盖了对世界遗产被确立的“幕后”流程的分析。如前所述，该书还使用了以行为体为中心的

方法，不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民族国家和遗产专家的观点，还包括普通民众的观点。

因此，正如作者所说，“在官方话语和文件之外，兼顾了未曾被听到的声音”（第 39 页）。

第二，该书很好地将批判性的遗产研究和城市人类学相融合。毕竟，马六甲市不仅是一个历

史名城，也是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城市。这就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特别是当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遗产名录与更多前瞻性的项目（比如马六甲门户项目）相遇时，尤为凸显。第三，该书

认识到马六甲市的许多遗产参与者不能被简单地划分为国家行为体或非国家行为体。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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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界限的划分往往是模糊的，因为遗产参与者扮演的多元角色不一定与这种简洁的二元结

构吻合，由此进一步加剧了马六甲遗产管理的“模糊性”。 

这本书还提醒我们，遗产传承过程的不和谐并不总是对抗性的。毕竟，遗产建设不仅发

生在国家或全球层面，也发生在日常层面。这种“自下而上”的努力往往被忽视，因为它们

很容易被忽视，即使它们对遗产保护，尤其是那些被国家忽视的遗产保护仍然很重要。话虽

如此，作者还是注意到了这些努力可能会受到更高层次的遗产建设的影响。该书还反思了分

区作为遗产管理工具的后果：“当然指定区域是世界遗产城市民族志的主要聚焦点，但它们

的周围环境和更大的城市区域不应被忽视，因为世界遗产政治（可悲的是，不是世界遗产）

深深地交织在更广泛的城市治理体系中”（第 268 页）。此外，该书还考察了遗产问题如何

与其他城市政治议题紧密相连，例如马六甲市主题购物街的案例研究。同时，书中还分析了

遗产如何与种族观念交织在一起。 

批判性遗产文献在非表征性转向i之后，已经在遗产建设中更多地考虑了更具情感性的

元素。我很高兴看到该书触及了与遗产管理更密切的领域，尤其是在探索当地对遗产概念界

定时，遗产“和过去那些发自内心的东西一样重要，它超越了理性和情感”（第 39 页）。

例如，第四章在提及马六甲的城镇/店屋时，探讨了这些建筑作为遗产和经济资产是如何与

当地居民更为个性化和怀旧的叙事相关联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个性化的叙述往往没有被

充分研究，也未被认为是全球或国家遗产认定过程和遗产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通过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名录是“祝福与诅咒”，该书为遗产建设和遗产

政治领域日渐增多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补充。当然，这本书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例如可以包括更多的非当地居民对马六甲市的看法，或者结合更多关于非殖民遗产的文献，

尤其是将现代遗产观念（如殖民主义期间引入的）与传统保存和理解方式进行比较时。尽管

如此，该书已经就东南亚城市的全球遗产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考，并为其他研究者解

答后续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英文原文见 Hamzah Muzaini. 2022. World Heritage and Urban Politics in Melaka, Malaysia: A Cityscape 

below the Winds (Book review).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43(2): 217-218. 

https://doi.org/10.1111/sjtg.1243.编译转载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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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亚洲协会马来西亚分会杂志》（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022 年刊载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邓尔麟

（Jerry Dennerline）为《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世界遗产和城市政治》一书所写的书评。全文

编译如下： 

皮尔保罗·德·乔萨的研究是一部遗产政治领域的民族志。因此，广义而言，该书应该

吸引两类读者：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读者将发现对世界上其他案例研究

有价值的比较参考；关注马来西亚政治文化叙事的读者将会发现该书对历史的深刻描述和

分析，以及在马来西亚最古老且充满活力的城市背景下，遗产政治、旅游和族群话语的复杂

交织关系。作者采用了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通过访问受影响或积极参与相关事件的各类人

士，来深入探索问题。他将出色的文件筛选和分析技巧与非凡的才能和敏感性相结合，最终

为民族志学以及马六甲不断演变的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章介绍当地环境、城市遗产政治的土壤和田野调查的性质之后，该书以五个章节展

开论述，重点关注所讨论问题的政治动态——马来西亚的遗产事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

对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影响；对住宅、店屋和“自下而上”私人利益的影响；遗产政治化中的

公共空间、政治与旅游；以及对宪报上公布的世界遗产门槛之外的“遗产村”（kanpung warisan）

——遮迪遗产村（Kanpung Chetti）的微观研究。在最后一章“祝福与诅咒的尾声”中，作者对

未来城市的遗产政治进行了深思。该研究从对话入手，继而深入分析时空背景，最后上升到

与其他世界遗产政治研究的比较分析层次。在新的本地时空环境下，通过相关实例再次回到

“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以便让对政治文化或文化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更容易理解这项研究。 

当提到“威权民主”或“半民主”的概念时，马来西亚的学生、学者和知识分子往往立即明

了其中的含义。虽然世界遗产政治领域的读者可能需要进一步了解马来西亚的特殊性和结

构性问题，但当马来西亚读者看到巴达维（Badawi）和纳吉布（Najib）、林冠英（Lim Guan 

Eng）和阿里·鲁斯塔姆（Ali Rustam）这些名字时，会立即明白政治动态的时空特质。对于

马六甲本地的读者而言，颜天禄（Gan Tian Loo）和沈同钦（Sim Tong Him）这样的名字可

能很熟悉，但对其他读者而言可能并非如此。最后，正是因为对马六甲遗产政治感兴趣或参

与其中的人（无论是本地、外地还是外国人）都会对当地遗产“专家”、官僚和报道人“狂

热者”很熟悉，他们的名字才被有意地用化名代替。这种姓名模糊的做法很好地反映了马来

西亚“半民主”的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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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介绍了若干重大时刻，包括 1976 年《文物法》的实施、取消对受保护排屋的租金

管制和随后的中产阶级化、2006 年新的《国家遗产法案》、马来西亚巴丹瓦里桑的扩张（译

注：Badan Warisan Malaysia，马来西亚遗产信托基金会，致力于马来西亚建筑遗产保护的非

政府组织）、200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槟城和马六甲列入世界遗产，以及随着旅游业日

益繁荣，遗产政治化的发展。在此时间背景下，作者探讨了发展与保护、建筑遗产与活态传

承（译注：活态传承，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发展的环境当中进行保护和传承，在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过程中进行传承与发展的传承方式）、遗产专家与当地遗产爱好者的观点、“门

面”与私人财产的内部设计和功能，以及由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主导、以种族定义

的“分而治之”旅游业分区政策的政治遗产等议题。书中对这些议题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城

市空间宽容度、官僚参与缺失和拖延以及冲突解决”的案例进行了比较。 

该书涵盖了遗产政治领域的学者、地方行政人员和专家、活动家以及居民的观点。例如，

一位学者从全面整体的分析视角出发认为：“在活生生的人与过去物件之间的较量中，需要

一方征服另一方才能出现令人信服的道德解决方案吗？”（第 190 页）。一位当地遗产官员

表示：“我们是自己成就的受害者！”（第 191 页）。一位热衷于将庙街（Temple Street）

改为和谐街的当地人士说：“我们不需要‘和谐街’；我们是和谐之城！”（第 215 页）。作

者将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多元文化遗产“拼凑匠（bricoleur）”

标签贴给了这位直言不讳的评论家。将这些不同的声音和观点纳入分析，目的是为了表明在

马六甲市以及其他地方，遗产管理如何适应当地政治领域的分权现象。适应的过程在加拿大

被称为“官僚分裂”，在土耳其被称为“中央集权分裂”。作者称，在马六甲及整个马来西

亚，这一过程呈现“多层阴霾”的特征。 

鸡场街（Jonker Street）是世界遗产城市核心区的一个重要案例，在这条街绵延 500 米

的商铺和住宅后面的活态遗产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它转变为面向游客的鸡场街夜市，

取代了活态的遗产，首先遇到了当地人对该空间政治化“遗产化”的抵制，后来又遇到了当

地人捍卫改造后的空间的抵抗，反对使用政治力量来管理它。在作者对多层次阴霾的仔细分

析中，联盟的纠缠和分离揭示了问题的本质。 

该书还专门研究了一个别具特色的案例—遮迪遗产村，其核心区的规划和实施将一个

原本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排除在外。当地一年一度的宗教游行从“和谐街”的寺庙到村庄，

超越了遗产区和周围缓冲区的地理上的“阈限”空间，尽管很吸引当地的观察者和游客，但

也很容易受到城市发展的影响。在层层阴霾中与各方展开长期斗争之后，许多承诺产生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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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许多规则被承认又被放弃，一座高层公寓终于拔地而起，为村庙及其周边地区蒙上了

阴影。开发商最后象征性地承诺，将为村民提供搬入高层公寓的特权。学者对此将其解读为

“新的排他性地形”，当地访谈者在最近一次分别时叮嘱作者：“十三楼见！”（第 260 页）。 

本书的田野工作主要在 2012 年至 2015 年间完成，然而，作者根据 2018 年 5 月马来西

亚选举所引发的政治风潮变化，以及 2020 年春季政治重组的发展，对其后续观察进行了更

新。在结语部分，作者警告称这个“遗产意识和大众旅游的时代”不可能存在“童话般的结

局”。作者随后回顾了 1988 年马来西亚批准《世界遗产公约》后的发展，并特别指出保护

重点已从古迹和物质遗产转向非物质和活态遗产。遮迪遗产村代表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祝福和诅咒”，但作者指出还存在其他正在进行的斗争尚未被学者们探索。他简要地讨论

了葡萄牙村（Kampung Portugis or Portuguese Settlement）的案例，该村因其前往大海的通道

被阻断，在一个被称为“马六甲门户”的大型填海和开发项目中面临巨大挑战。 

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外，还存在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那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标签用于其他蓬勃发展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跨越了分区和品牌化的门槛，同时也吸引了当

地的观察者和游客。以该方式“纳入”的一个新案例是 2020 年 12 月，马来西亚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化与旅游部经过为期十年的努力，在马六甲中心举办了当地重新设计的“送王船”

仪式（Wangkang Ceremony，广泛流传于我国闽南地区和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禳灾祈安

的民俗活动），并被收录进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整体而言，本书为未来遗产政治民

族学家探索马来西亚的这些案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英文原文见 Jerry Dennerline. 2022. World Heritage and Urban Politics in Melaka, Malaysia: A Cityscape 

below the Winds (Book review).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95(2): 153‒155. 

编译转载已获授权） 

 

 

 

策划：龚婷 

编译：杨曦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 

 
i
 “非表征性转向”是一个在社会科学和人类学中逐渐流行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它强调生活中的实践、日

常经验和情感，而不仅仅是理论的或文本的代表。这一转向鼓励研究者关注那些难以通过语言或符号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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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或描述的事物，比如身体经验、情感和情感的流动。在遗产研究领域，这意味着不仅关注遗产的物质和

象征意义，还要关注人们与遗产之间的情感连接和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