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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日前，陕西省

宝鸡市麟游县桑树塬乡丰塬村发现

一座古墓，宝鸡市考古队队长刘军社

考察后判断，这是一个宋代古墓。

该古墓位于麟游县桑树塬乡

丰塬村洛家塬村民小组内。在接

到群众报信后，宝鸡市考古队对

古墓进行了抢救性挖掘。据了

解，古墓墓室宽约 2 米、深 3 米，室

壁上涂有白灰，室内地上铺有两

块 2 米长、半米宽、呈不规则长方

形的石板。出土的文物有陶罐、

铁刀、铜洗、铜镜、铁镜、铜勺、铜

炮、灰陶虎子、铜甑、铜釜等，共计

18 件。其中铜洗底部有线条简

约、形态生动的双鱼纹饰。铜镜

直径约有 5 厘米，上有精致的龙凤

图案。

刘军社表示，经初步判断，这

个墓葬应为宋代墓葬。（毛海峰）

据新华社消息 重庆市文物

考古所近日发现一明墓群，出土

了道教色彩的石质宝券等珍贵文

物。

据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介绍，

此次发现的明墓群共有墓葬 22

座，目前已清理墓葬 6 座，墓室内

刻有莲花、元宝、宝瓶等雕刻图

案，出土了瓷碗、瓷罐等瓷器，以

及万历六年石质买地券等。此

外，本次发掘还发现了具有道教

色彩的石刻太上元始宝券。

考古专家指出，这体现了道

教思想在丧葬习俗方面的影响，

为研究道教历史文化提供了不可

多得的实物资料。

此外，该墓群墓葬分布密集，

家族墓与单体墓相互叠压，延续

时代也较长，墓室内的雕刻显示

了极高的工艺水平和佛教文化

的内涵，大量瓷器的出土也有助

于了解当时的制瓷工艺和商品

流通等。 （张 琴）

据新华社消息 从 3 月 22 日

起 ，澳 门 特 区 政 府 文 化 局 开 始

对著名景点大三巴牌坊前地及

台 阶 进 行 修 缮 工 作 ，以 维 护 澳

门地标建筑大三巴完好的景观

状况。

据介绍，修缮工作包括清洁

和修补大三巴牌坊前的石板地台

和台阶。考虑到公众安全及游客

参观，相关工程都在晚 8 时后进

行，预计 4 月中旬结束。

作 为 澳 门 旅 游 热 点 之 一 的

大三巴牌坊长年吸引各地游客

慕 名 而 来 。 2 月 23 日 ，特 区 政

府 曾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 ，介 绍 澳

门世界遗产核心区域的发展规

划 ，计 划 在 现 有 基 础 上 重 新 规

划 大 三 巴 牌 坊 一 带 老 城 区 ，以

延续其历史文化价值并提升旅

游品质。 （文 巡）

近日，有南京市民举报，国保

单位南京明城墙水西门一带正在

施工，遗址上已挖出大量明代城

墙或水关的条石，可能已对明城

墙造成了损害。笔者闻讯后随即

对消息进行核实，发现该工程项

目是要仿建古代著名人文景观赏

心 亭 和 孙 楚 酒 楼 。

然而，该项目至今尚

未得到文物、规划等

部门批准，属擅自开

工。另外有专家称，

由 于 两 景 观 的 历 史

原貌已无从考证，如

今 任 何 形 式 的 复 建

都只能算作是“假古

董 ”。 至 此 ，事 件 全

貌浮出水面：未经批

准 的 施 工 单 位 打 造

“ 假 古 董 ”的 同 时 破

坏 了 全 国 重 点 文 保

单位。

据了解，瓮城和

西 水 关 都 属 于 国 保

单 位 南 京 明 城 墙 的

一部分，又属南京市

水 西 门（西 水 关）遗

址保护区，这样的区

域 应 该 受 到 严 格 保

护。而这个名为“西

水 关 内 外 秦 淮 河 沟

通建设工程”的项目

由 秦 淮 区 建 设 局 负

责，虽然于 2009 年 8

月 在 南 京 市 规 划 局

网 站 进 行 了 批 前 公

示，但仍处于审批阶

段，目前并没有拿到

规划许可证，这样的

做法违反了《文物保

护 法》的 相 关 规 定 。

周边居民反映，实施

此 处 考 古 发 掘 的 考

古队春节前曾在这里开展工作，

但据了解，此次发掘至今未履行

报批手续。

南京城墙专家杨国庆表示，

古代瓮城一般在城门外，而明代

南京城则独创了内瓮城，多数为

方形，典型的为保存至今的中华

门城堡，只有通济门和三山门的

内瓮城是船形的，这在中国古代

城墙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其他瓮

城被拆除后，它是目前南京船形

内瓮城的唯一实物见证。

公示材料显示，这个项目计

划在西广场复建 4 层楼的赏心亭，

东广场复建三层楼的孙楚酒楼，

二者均配备地下一层的停车场。

赏心亭和孙楚酒楼为古代南京的

两处人文景观，史书

上 也 曾 有 过 专 门 记

载。对于这项工程，

南 京 大 学 历 史 系 周

学 鹰 教 授 批 评 为 破

坏 真 文 物 修 建 假 古

董 ：“ 像 赏 心 亭 和 孙

楚 酒 楼 这 样 的 新 景

观，放在其他地方效

果可能会不错，但是

为 了 造 景 观 不 惜 破

坏明城墙，就很不应

该 了 。 复 建 有 个 原

则叫‘修旧如故’，可

是 这 两 个 建 筑 当 时

是什么样，没测绘图

也没照片，现在它的

准确位置不知道，它

的 高 度 和 体 量 也 没

有 依 据 。 从 公 示 的

材料来看，用的是现

代材料现代工艺，最

多算是仿古建筑，而

不能说是复建。”

南 京 文 化 学 者

薛冰认为，现在各地

热 衷 于 打 造 历 史 景

观，其实这是一个伪

概 念 。 真 正 的 文 化

遗 产 景 观 是 历 史 形

成的，而不是今人所

能 打 造 的 。 现 在 水

西 门 一 带 建 设 的 仿

古景观，破坏了真正

的 历 史 景 观 。 文 化

遗 产 的 魅 力 就 在 于

它以一种实物的形式，使历史变

得真实可感，让我们感受到祖先

的灿烂创造，并为之自豪。我们

最需要做的，不是用现代技术来

重复古人的创作，而是把经历了

时间淘洗仍然保留下来的珍贵

遗产保护好，保持其原真性，呈

现出其本来的面目，避免它们在

现代化的冲击下变得似是而非，

这才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宁波江北新马路是宁波的第

一条水泥面马路，马路两侧现存

有大量的石库门建筑，虽然这些

建筑门前大多挂着“文物保护单

位”的牌子，但眼下，这些曾记录

着“宁波帮”足迹的建筑群，保存

现状堪忧。

姚宅大院的尴尬

新马路21号是姚宅大院，一处

三合院式的近代民居。大门位于

面对新马路的左侧厢房，姚宅的主

楼面阔五间二弄，高两层，屋面采

用小青瓦硬山式，带有前廊、廊柱，

廊前有近代车木栏杆，栏杆图案用

回纹，地面铺着青石板。宅后还有

花园、马厩等附属用房。据住在姚

宅里的张阿姨说，原宅主人姚绍伦

曾是洋行老板，其夫人包梅珍曾为

上海华盛烟草公司董事长。

然而，今天的姚宅已很难让

人感受到原来大户人家的气派。

西式山墙的油漆已剥落，窗框上

嵌着的赭红也已褪色。姚宅里现

在住着好几户人家，厢房、客堂都

做了分割，成了各家的居室，走廊

上拉着晾衣绳，下雨时，这走廊就

成了居民们的晾衣处。天井里堆

放着几户人家的杂物，北侧屋檐

下还搭起了遮雨棚。

张阿姨说，半个多世纪过去

了，这个宅子还姓姚，可模样已不

是原来姚家的模样了。尽管这建

筑 物 被 政 府 划 为“ 文 物 保 护 单

位”，但投入很少，保护工作都靠

居民自己。梁上灭火器外壳的颜

色都从大红变成了淡红，布置在

走廊上的电线塑料皮都变成了黑

色，不知道这些东西已使用了多

少年。有居民表示，建筑被划为

文物，没有给居民们带来多少好

处，反而约束了他们的行动。

一位老阿婆在姚宅角落里生

煤球炉子，青烟缭绕。老阿婆说，

新马路这一带原来是宁波大户人

家住的地方，出了不少“宁波帮”

商人。这里之所以叫新马路，是

因为宁波原本没有马路，这里修

了宁波第一条马路。

据了解，江北新马路一带聚

集了多处历史建筑，其中已公布

为市级文保点的有 23 处，区级文

保点１处。其中大多数文保建筑

都有其历史价值和艺术、科学价

值，如建于民国时期的包宅是爱

国开明人士包时墉的旧宅，是宁

波市较早一座由钢筋水泥和木结

构结合的中西合璧建筑。又如位

于新马路 35 号的仁济医院旧址，

是民国时期三合院式传统二层住

宅。仁济医院由金廷荪和杜月笙

于 1932 年创办，后成为浙江省立

医院的基础，在宁波医学发展史

上有着重要地位。

目前，新马路大部分老建筑

的现状与姚宅相似。还有一些老

建 筑 则 已 因 拆 迁 而 遭 到 部 分 损

坏，看上去近乎荒废。

私有文物如何保护

江 北 区 文 保 所 的 杨 老 师 表

示，新马路石库门建筑群的现状

让他们也感到很忧虑，问题主要

还是出在保护资金上。根据《文

物保护法》规定，文物保护单位产

权分两种，一种是国有文保单位，

另一种是非国有文保单位，国有

文保单位的维修资金主要是由各

级政府负责，非国有文保单位则

由所有人负责修缮和保养，文物

有损毁危险而所有人不具备修缮

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可给予帮

助。在实际操作中，非国有文保

单位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新马路石库门建筑几乎都是非国

有文保单位，住在老宅里的多是

老人和收入较低人群，他们自己

没钱修缮文物，而政府方面也只

能安排少许维修资金。私有文物

如何保护成了一个大问题。

“根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

数据，新马路石库门建筑群保存

完 整 的 占 60% ，基 本 完 整 的 占

30%，其余为不完整或残损。”宁波

市文保所徐炯明副所长说，由于

这些文保建筑年久失修和其他原

因，损坏较为严重。尽管这些老

建筑属于私人财产，但现在的主

人大多没有能力保护它们，任凭

它们历经岁月的雨打风吹。这是

一种尴尬。

“新马路石库门建筑群是宁波

近代开放和商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是宁波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库门建

筑群，凡挂牌的文保点都具有较高

的文物价值。”宁波大学文学院历

史系研究所孙善根博士说，新马路

石库门建筑群具有稀缺性，不管它

们的产权“姓私”还是“姓公”，政府

都有责任进行保护和修缮。

2002 年，北京市文物主管部

门从全市 3000 多处四合院落中选

取了 539 处列入重点保护范围，孟

端胡同 45 号院就是其中之一。然

而 两 年 后，这 处 四 合 院 被 拆 除。

在专家与市民的持续质疑下，院

落 所 在 的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政 府 承

诺，将对其进行迁建。6 年之后的

今天，有人偶然在阜成门内大街

历代帝王庙的东侧再次看到“孟

端 45 号”门牌，而此时院落已经由

昔日民宅，变成了高档奢华的宾

馆。其实此处的确切门牌应该是

“阜成门内大街 129 号”。熟悉曾

经的孟端 45 号院的人们都说，异

地 复 建 的 这 个 院 落 看 上 去 很 陌

生：“这里到处都是新的，只有大

门前的两个门墩还能让人感到些

许沧桑，让人回忆起孟端 45 号院

曾经的历史和百余年来的兴衰。”

孟端胡同45号院异地迁建

胡同和四合院是记录北京城市

性格与记忆的基础单位，近年来，伴

随着城市迅速发展而出现的大量建

设工程对北京历史城区的肌理造成

了持续性破坏。新华社记者王军在

他的《城记》中曾记录下这段变迁：

“1949 年，北京有大小胡同 7000 余

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3900

条。近一两年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造

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

600条的速度消失。”

孟端胡同就属于被“改造”的

那部分。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

中部，东西走向，东起锦什坊街，

西至阜成门南顺城街。坐落于胡

同 45 号的院落据查是光绪年间镇

国公载卓府第的一部分，载卓的

祖先是雍正的第 6 个儿子果郡王

弘瞻，因罪被乾隆降为贝勒，从王

府迁入了孟端胡同这处院落。孟

端胡同卓公府的末代主人辅国公

毓铤生于民国四年，因家道败落，

1941 年 ，他 把 整 个 院 子 都 卖 掉

了。新中国成立后，卓公府的一

部分变成水利部的宿舍，一部分

变成私宅。2002 年，孟端胡同 45

号院成为北京市 539 座重点保护

院落之一，入选理由为“因其规模

宏大、保存完整而成为北京目前

现存的四合院中的上品。朱门绿

廊、高树庭廓、雕梁画栋、青砖碧

瓦、百年老树枝繁叶茂”。

可是，这处拥有近 400 年历史

的精美院落连同拥有 800 年历史

的孟端胡同都被划入北京金融街

开发项目的征地范围，自 2002 年

起，虽然很多人呼吁应该把这里

保留下来，但是孟端胡同 45 号院

最终也没有逃过被拆除的命运。

华新民是孟端胡同众多的守

护者之一。这个有 1/4 中国血统

的蓝眼睛外国人是地地道道“胡

同的孩子”，1954 年出生在北京东

城 区 无 量 大 人 胡 同 的 一 座 院 落

里，她听着胡同语言长大，读北京

的 小 学，说 一 口 流 利 的 北 京 话。

记者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不住

无量大人胡同——那里多年前被

拆除了。华新民拿出一堆记录当

年拯救孟端胡同 45 号院的材料，

回忆起那段让她想起来就很心痛

的经历。

孟 端 胡 同 45 号 院 占 地 2000

多平方米，位于金融街开发项目中

心区。听说这个消息后，华新民与

历史学家梁从诫专门到 45 号院看

了看，一致认为院落绝对不能拆。

华新民说：“当时梁从诫先生还专

门给北京市领导写过信，希望能够

保护孟端胡同里的四合院。”而她

自己则向金融街的总经理建议多种

方案，希望他们能够“手下留情”。

然而建议一再被拒绝。在她的最后

一封信里，华新民建议可以参照欧

洲国家利用文物建筑的模式，把45

号院做成一个最高品级的饭庄、酒店

或者俱乐部，她认为在高楼林立、节

奏紧张的金融街工作的人们会很愿

意到一座古典庭院里休息一下。可

惜，这最后的建议也被驳回。从2004

年11月30日晚起，开发商开始拆除

孟端胡同45号院。

时隔多年再提起这件事情，华

新民的情绪依然很激动：“这么好的

院落就这么毁了，他们怎么下得去

手？院子拆了是为了筑路，其实只

要把路往东或者往西偏一些，45号

院就能保下来，但如此就要影响到

两边大厦的体积，说到底，把果郡王

府拆除无非是为了给一个房地产开

发项目腾出地皮。”

事实上，2002 年 4 月，北京市

文物部门曾以 45 号院是重点保护

院落为由，要求金融街开发部门

对原来的项目进行重审。西城区

政府也组织专家对该院落进行了

考察论证，结论是 45 号院紧邻武

定侯街和西二环辅路交叉口，如

果采取原址保留的方案，改道后

的道路无法回到原有位置，容易

造成该路段的交通混乱，最终专

家们同意 45 号院异地迁建，并称

迁建也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所

有的工作都将参照国家和北京市

的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对文物迁

建保护的要求以及方式进行。但

据后来拆迁现场的目击者描述：

每个房顶都爬上了几个民工，把

一片片的瓦掀起来再沿着钢管掼

到地上……

从那之后，拆除的 45 号院原

址上如期建设着规划项目，关于45

号院复建的事情慢慢淡出人们的

视线。直到有市民称在阜成门内

大街历代帝王庙的东侧看到挂着

“孟端45号”门匾的院落，这件事情

才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华新民

只去看过一次那个复建的 45 号院

就再没去过，“连格局都和原来的

不一样，就更别说那些建筑材料

了，只有少量是原来院落里的。”

在华新民看来，“迁建”只是

给“拆毁”换了个说法，因为她曾

亲眼看着一座座号称“迁建”的四

合院最终被拆得“粉身碎骨”，只

有部分构件被保留下来用于日后

复建，新建筑无论外观还是历史

内涵都与原来相去甚远。

关于历史建筑迁建的问题，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文

化遗产保护志愿者曾一智与华新

民所持观点相同。曾一智认为，

具有文物价值的历史建筑不应该

成为商业开发的牺牲品，只有为

了公众利益别无他法的时候才被

允许考虑异地迁建。曾一智讲述

了北京市东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麻线胡同 3 号院迁建的经过：

“那么大一处院落，如果严格按照

迁建的要求操作，单木料一个星

期都搬不完，但是他们 3 天内就推

平了。”后来这座四合院被异地迁

建至东四五条 55 号。“不可移动文

物与周围历史环境密不可分，这

样脱离了原来的环境，院落背后

的历史文化如何正确传续？！”

唤醒公民
保护房屋财产的意识

华新民热爱胡同，那里的每

一处院落都有吸引她的故事，推

开一扇门，她可以同里面的老人

聊上大半天，听他们讲述与这院

落有关的故事。故事连同这些古

老的建筑一起串联起整座城市的

记 忆 。 华 新 民 称 它 们 为 古 城 的

“细胞”。当“细胞”在建设城市的

“刀斧”下相继破碎，华新民很心

痛，开始了她长达十几年的胡同

保卫战。2005 年，华新民的出生

地——位于无量大人胡同的院落

被开发商拆毁，通过这次事件，她

了解到大量四合院落惨遭拆除的

真实原因。

在谈到这个话题时，华新民将

问题起源追溯至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当时政府规定，房主出租的房

屋如果超出15间，超出部分就要让

房管局帮着经营，负责修缮和安

排租户，再与房主分享房租，这部

分房屋称为“经租房”。落实私房

政策后，房管局对私有房屋只发

还了以前挤占的部分，没有发还

15 间以上的经租部分，这就成为

“经租房”的历史遗留问题。1997

年以后，广州、厦门等地区的“经

租房”“撤消管理”，陆续还给了它

们的主人，可是北京还有不少地

方没有归还，原房主被告知房子

已“归公”，私人的房地产所有证

“自然失效”。可是，产权从来没

有转让过，房管局也拿不出这些

房子的产权证。四合院的宅基地

就这样单方面地卖给了地产开发

商。地产开发商拿着根本没有宗

地号的无效土地证就将挖掘机开

进了居民的四合院里，掘进了老

北 京 的 历 史 肌 理 之 中 。 华 新 民

说，她认识许多房子被拆毁，房主

现今手里都还拿着产权证。

除了拥有房屋产权证之外，

房主手中还应该有一份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这是房主合法享有土

地财产权的证明。任何经营性项

目在立项之前，都要先进行土地

财产权的转移。在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的审批步骤中，需要提交

国有土地使用权来源证明文件，

提交原土地使用权人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这就意味着，需要经过原

土地使用权人同意转让他们的土

地 财 产，即 有 价 的 土 地 使 用 权。

但是据华新民介绍，北京许多经

营性施工项目都没有经过这道法

定程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房 地 产 管 理 法》等 法 律 规 定，无

论楼房还是平房，拥有房地产权

即 拥 有 房 屋 产 权 以 及 该 房 屋 占

用 范 围 内 的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

拥有土地使用权，就表示房地产

权利人不仅是土地的使用者，而

且 是 土 地 使 用 权 的 拥 有 者 。 在

当 下 中 国，我 们 的 房产，有些是

祖辈留下来的，有些是从市场上

买来的，或者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

后的已售公房，或者是眼下的商

品 房，这 些 都 属 于 私 有 房 产，每

一个私有房地产的主人都有索取

自己土地证的权利。在北京，老

城祖产业主的土地证都保管于各

区房管局，但是大多数房产主甚

至还不知道应该拥有这份证件。

华新民急切地希望民众能够意识

到可通过这样的手段捍卫自己的

家园。

北京的历史城区是胡同、四合院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城市建设工程密集区。过去 18 年中，已经
有大量四合院、胡同消失在推土机下，其中不乏文物保护单位。为了缓解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愈
发尖锐的矛盾，地方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提出对具有文物价值的历史建筑进行异地迁建，并称这也是保
护文物的一种方式。北京孟端胡同 45 号院就是这样被异地迁建的。这处北京四合院中的“上上品”迁
建之后情况如何？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历史建筑难逃拆毁厄运？记者日前进行了调查。

历史建筑异地迁建：保护还是拆毁
本报记者 乔 欣

宁波石库门建筑群处境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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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明代墓群
出土石质宝券

澳门修缮大三巴景观

陕西宝鸡发现一宋代古墓

相关链接

宁 波 江 北 新 马 路 于

1912年铺筑完成，最初为泥

结碎石路。1931年，改建成

为宁波市第一条水泥面马

路 ，长 910 米 。 1984 年 至

1986 年间，向西延伸，并改

为沥青水泥路，路长 1637

米，宽约10米，与人民路、西

草 马 路 相 交 。 民 国 时 期，

“宁波帮”纷纷在江北岸码

头附近置业，因此，新马路

上聚集了多处石库门建筑。

已经不复存在的孟端胡同 45 号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