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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考点|寻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中国记忆”

世界遗产分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4 类。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遗产总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其宗旨在于促进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为合理保护和恢

复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作出积极的贡献。

◆文化遗产

曲阜孔府、孔庙、孔林

山东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曲阜“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以丰

厚的文化积淀、悠久历史、宏大规模、丰富文物珍藏，以及科学艺术价值而著称。

1994 年孔庙、孔林、孔府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8 年 9 月 28 日是孔子诞辰 2569 年纪念日。

【相关考点】

1.孔子的主要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

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

下为公”。“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注：“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诗经》上的《大雅·民劳》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的句子。而儒家把比“大同”思想较低级的一种社会称为小康。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孔子所谓“义”，

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

摆在首要地位，即“见利思义”。

孔子在教育上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开

创了教育普及的先河。主张“学而优则仕”。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2.孔子的文献作品

孔子晚年致力教育，修《诗》《书》《礼》《乐》，序《周易》，撰《春秋》。后人合称之为《六

经》。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论语》与《大学》

《中庸》《孟子》在南宋后并称“四书”。



- 2 -

3.孔子的名言运用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至于仁人，就是要想自己站得住，也要帮助人家一同站得住；要想自己过得好，也要帮助人家

一同过得好。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不要老是抱怨别人不了解自己，你要先去了解别人。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缺乏高尚品德的人不能长久忍受生活的贫困和不幸，也不能享受持久的荣华富贵。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和睦相处却不盲从附和，小人同流合污而不能和谐相处。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不要根据言论来推举人才，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有错误就不听取他的言论。

4.有关孔子的对联

泗水文章昭日月，杏坛礼乐冠华夷——曲阜孔庙杏坛

成春秋一书褒贬严斧钺，留洙泗片席俎豆以馨香——曲阜孔庙

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孔府大门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 202 年-8 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

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2014 年 6 月 22 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古丝绸

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

申遗的项目。

【相关考点】

1.“一带一路”相关时政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2013 年 9 月 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同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东盟时提出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

2015 年 3 月 28 日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宣告“一带一路”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

2017 年 5 月 14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圆桌峰会。

“一带一路”建设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

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

2.有关“一带一路”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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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

◆文化景观遗产

庐山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

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

最早关于庐山名称的文字记载出现在《尚书·禹贡》中：“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

浅原。”其中，“敷浅原”就是庐山别名；此外，庐山还有南彰山、天子彰等别名。而最早以“庐山”

之名被写进史书的则是司马迁的《史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

1996 年 12 月 6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庐山以“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

2002 年庐山被评为“中华十大名山”之一，电影《庐山恋》列入世界吉尼斯纪录；2004 年申报世

界地质公园一举成功，成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

【相关考点】

有关庐山的诗词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李白《望庐山瀑布》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白居易《大林寺桃花》

杭州西湖

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面，是中国大陆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它

是中国大陆主要的观赏性淡水湖泊之一，也是现今《世界遗产名录》中少数几个和中国唯一一个湖泊类

文化遗产。

2011 年 6 月 24 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 35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

【相关考点】

1.西湖景观

一山：孤山

二塔：雷峰塔、保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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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岛：小瀛洲（三潭印月）、湖心亭、阮公墩

三堤：白堤、苏堤、杨公堤

西湖十景：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曲苑风荷、花港观鱼、柳浪闻

莺、三潭印月、双峰插云

2.有关西湖的诗词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林升《题临安邸》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自然遗产

中国南方喀斯特、中国丹霞

“中国南方喀斯特”是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2007 年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2014 年得到了增补，现由云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广西桂林、贵州施秉、重庆金佛山和广西

环江七地的喀斯特地貌组成。其中云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组成第一期的“中国南方喀斯特”进

行申报，于 2007 年 6 月 27 日在第 31 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全票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广西桂林、贵州施秉、

重庆金佛山和广西环江组成“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项目，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在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

会中通过审议入选世界自然遗产，作为对“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拓展。

“中国丹霞”是中国第 40 处世界遗产，2010 年 8 月 1日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广东丹霞

山、浙江江郎山、江西龙虎山、福建泰宁、湖南崀山、贵州赤水六处系列提名地组成。

【相关考点】

常见地形地貌

1.喀斯特地貌：具有溶蚀力的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等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的总称，又

称岩溶地貌。“中国南方喀斯特”拥有最显著的喀斯特地貌类型（如尖塔状、锥状喀斯特）以及如天生

桥、天坑之类的雄伟奇特的喀斯特景观，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热带至亚热带喀斯特地貌样本之一。

2.丹霞地貌：由巨厚的红色砂岩、砾岩组成的方山、奇峰、峭壁、岩洞和石柱等特殊地貌的总称。

丹霞地貌的发育，始于第三纪晚期的喜马拉雅运动，它使部分红层变形，并将盆地抬升。红色底层沿着

垂直节理受到流水、风力作用等侵蚀，形成深沟、残峰、石墙、石柱、崩积锥以及石芽、溶洞、石钟乳

等地貌形态。以中国广东韶关市仁化县境内的丹霞山为典型。

3.风积地貌：风力堆积作用形成的地表形态。在干旱与半干旱气候及风沙来源丰富的条件下，经风

力搬运作用后堆积形成。影响风积地貌发育的因素很多，主要是含沙气流结构、风运动的方向和含沙量

的多少等。

4.雅丹地貌：泛指干燥地区一种风蚀地貌，河湖相土状沉积物所形成的地面，经风化作用、间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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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冲刷和风蚀作用，形成与盛行风向平行、相间排列的风蚀土墩和风蚀凹地（沟槽）地貌组合。中国

柴达木盆地西部的雅丹地貌群具有世界上延伸最长的雅丹地貌群。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泰山

泰山又名岱山、岱宗、岱岳、东岳、泰岳，有“五岳之首”“五岳之长”、五岳之尊、“天下第一

山”之称。1987 年 12 月，泰山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泰山”之称最早见于《诗经》。“泰”意为极大、通畅、安宁。《易·说卦》“履而泰，然后安”。

“泰”字就有原来的高大、通畅之意引申为，“大而稳，稳而安”。随即出现了“稳如泰山”“国泰民

安”“泰山鸿毛”之说。

【相关考点】

1.三山五岳

三山：传说中的蓬莱、方丈山、瀛洲，今有黄山、庐山、雁荡山新三山的说法

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

2.有关泰山的诗词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望岳》

峨眉山

峨眉山位于中国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境内，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势陡峭，风景秀丽，

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峨眉郡志》云：“云鬘凝翠，鬒黛遥妆，真如螓首蛾眉，细而长，美而艳

也，故名峨眉山。”

1996 年，峨眉山绝大部分文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相关考点】

1.四大佛教名山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

2.四大道教名山

中国道教四大名山：安徽齐云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江西龙虎山

3.有关佛教道教名山的诗词



- 6 -

东临真定北云中，盘薄幽并一气通。欲得宝符山上是，不须参礼化人宫。——顾炎武《五台山》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峨眉山月歌》

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杜甫《丈人山》

【真题链接】

诗句“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描述的是（ ）。

A.井冈山 B.龙虎山 C.庐山 D.三清山

【答案解析】“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出自毛泽东《七律·登庐山》，描述的是庐山。

故本题选 C。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杭州西湖景点的是（ ）。

A.苏堤春晓 B.平湖秋月 C.武陵春色 D.南屏晚钟

【答案解析】武陵春色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建于 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前，初名桃花坞。其

他三项均属于杭州西湖景点。故本题选 C。

西湖，是中国主要的观赏性淡水湖泊。2011 年 6 月 24 日，杭州西湖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碧毯线

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这句诗就是对西湖的描写，表达了

诗人对风景如画的西湖的赞美及留恋之情。这句诗出自（ ）。

A.白居易《春题湖上》 B.欧阳修《采桑子·天容水色西湖好》

C.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D.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答案解析】“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出自白居

易《春题湖上》。故本题选 A。

下列诗句反映同一座名山的是（ ）。

A.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B.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C.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D.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答案解析】A 项出自毛泽东《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反映的是庐山。B 项出

自李白《望庐山瀑布》，反映的是庐山。C项出自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反映的是井冈山。

D项出自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反映的是天姥山。故本题选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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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补充】

中国《世界遗产名录》列表

类 别 名 称 入选时间

世界文化遗产

（31 处）

长城 1987.12

甘肃敦煌莫高窟 1987.12

明清皇宫（北京故宫、沈阳故宫） 1987.12-2004.7.1

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1987.12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1987.12

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 1994.12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1994.12

山东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及孔林） 1994.12

湖北武当山古建筑群 1994.12

云南丽江古城 1997.12

山西平遥古城 1997.12

苏州古典园林 1997.12

北京天坛 1998.11

北京颐和园 1998.11

重庆大足石刻 1999.12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2000.11

明清皇家陵寝（明显陵、清东陵、清西陵、明孝陵、明十

三陵、盛京三陵）
2000.11-2004.7

四川青城山-都江堰 2000.11

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 2000.11

云冈石窟 2001.12

吉林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2004.7.1

澳门历史城区 2005.7.15

安阳殷墟 2006.7.13

开平碉楼与古村落 2007.6.28

福建土楼 2008.7.7

嵩山“天地之中”古建筑群 2010.8.1

元上都遗址 2012.6.29

中国大运河 2014.6.22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2014.6.22

土司遗址 2015.7.4

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 2017.7.8

世界文化景观遗产

（5 处）

江西庐山风景名胜区 1996.12.6

山西五台山 2009.6.26

杭州西湖 2011.6.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C%93%E6%B5%AA%E5%B1%BF/4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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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哈尼梯田 2013.6.22

左江花山岩画 2016.7.15

世界自然遗产

（13 处）

四川黄龙国家级名胜区 1992.12.7

四川九寨沟国家级名胜区 1992.12.7

湖南武陵源国家级名胜区 1992.12.7

云南“三江并流”自然景观 2003.7.2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2006.7.12

中国南方喀斯特 2007.6.27-2014.6.23

江西三清山 2008.7.8

中国丹霞 2010.8.1

澄江化石地 2012.7.1

新疆天山 2013.6.21

湖北神农架 2016.7.17

青海可可西里 2017.7.7

梵净山 2018.7.2

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4 处）

山东泰山 1987.12

安徽黄山 1990.12

四川峨眉山-乐山风景名胜区 1996.12

福建武夷山 1999.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2%B5%E5%87%80%E5%B1%B1/12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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