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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名人故居保护：每个居民都有发言权
佚 名

河南破获“2012文物被盗第一案”

请把盛锡福大楼留下来
——天津市民公开致信市委、市政府

本报记者 吕天璐

北京159处突出火灾隐患被令整改

内蒙古两处史前遗址入选

2011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

府内租房府内租房 府外摆地摊府外摆地摊

安徽“省保”英王府破败如“城中村”
乔 剑 卓 也

据新华社消息 日前，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究所获悉，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和科

尔沁左翼中旗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均入选最近评出的

2011 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据介绍，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鄂尔

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景观河北岸，发现于2010年5月，

2011年正式发掘。经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测定，该遗址时

代为距今3万年至7万年，属于第四纪晚更新世。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表示，这是继 1922 年

法国人发现萨拉乌苏及水洞沟遗址之后的一次史前文化大

发现，它为研究现代中国人的起源提供了新证据，并将对东

亚史前史和第四纪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镇东南约

20 公里处的哈民忙哈遗址，则对解释史前聚落遗址的废弃具

有重要价值。迄今为止，考古人员在这处遗址共清理房址 43

座、灰坑 33 个、墓葬 6 座、环壕 1 条，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角

器、蚌器等遗物近千件。此外，考古人员还在 7 座房屋遗迹中

发现完整的房屋顶部木质结构，并在另外几座房址内发现大

量凌乱堆弃的人骨遗骸。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平认为，房址内

发现如此众多的人骨遗骸，是世界史前时期考古发掘中较为

罕见的。人骨经鉴定多为妇女和儿童，死因可能是自然灾害

或者瘟疫，这对于解释史前聚落遗址的废弃具有重要价值。

入选 2011 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的还有湖北随州

市叶家山西周墓地、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山

东定陶县灵圣湖西汉墓和西藏定结县羌姆石窟。这些考

古发现的相关保护规划已经制定，预计将以遗址公园或者

博物馆的形式进行展示。 （于 嘉 勿日汗）

3 年多来，天津盛锡福大楼沉

默、空荡地立在和平路上，与之作

伴的是后身的垃圾场和旁边的省

级文保单位渤海大楼。然而，和拥

有免拆金牌的渤海大楼相比，3 年

多来，盛锡福大楼一直濒临拆迁，

它的命运牵动着天津市民的心。

2 月 9 日，研究天津历史和文化的

“记忆天津”团队在新浪微博发

出了一封致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公

开信，恳请完整保留天津盛锡福大

楼，并在网上征集公众签名。24小

时内，这条微博获得了1000多次转

发和300多次评论。

导致天津盛锡福大楼与渤海

大楼命运截然不同的关键在于，渤

海大楼是天津市级文保单位，而盛

锡福大楼却只是天津一个区级文

物点（即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虽然只要

是不可移动文物，就不能破坏，但

低级别的文物保护起来难度更大

却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

盛锡福从天津逐渐扩大到全国，

作为著名的中华老字号，盛锡福

不仅是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基地，同时也是天津颇具代表

性的近代工业遗产。尽管有着这

四重身份，从 2009 年开始，因为盛

锡福大楼所在位置涉及到天津天

河城购物中心和地铁和平站出站

口，大楼还是面临拆迁。

为了留下盛锡福大楼，天津

市文物界、规划界和民众都发出

了很多声音，呼吁保留下这处独特

的天津记忆。天津市和平区文管

所副所长高金铭在去年8月的采访

中也对记者表示，该所工作人员曾

向该项目拆迁办公室发送了文物

保护告知书，并派人将告知书张贴

于指挥部门前，告知施工单位：此

处是文物点，如要拆除或者迁移，

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的要求办理有关文物报批

手续。而根据目前天河城购物中

心项目出示的效果图来看，该区

域仅留下盛锡福大楼旁边的渤海

大楼，其他建筑均拆除。

日前，“记忆天津”团队得

知最新提出的方案还是将大楼拆

除，仅将和平路一侧建筑的立面

切割后移走保存，待天河城建成

后，再贴回。团队成员张翔、韩春

静认为，切割就意味着破坏了建

筑的原始结构，不符合文物保护

的要求，而且从技术上难以保证

切割后部件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无奈之下，团队成员决定以公开

信的形式呼吁对盛锡福大楼的完

整保留。他们在信中建议：“从天

河城的规划图上看，盛锡福的位

置被设计为和平路地铁站入口，

但既然是一个地铁入口，是否可

以调整一下方案呢？比如，将地

铁入口移至北侧，在渤海大楼与

天 河 城 之 间 的 通 道 开 辟 地 铁 入

口，如果这样稍微调整设计，即可

完整保留盛锡福大楼。”著名文物

专家谢辰生也表示：必须遵循不

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依法原址

原状保留不可移动文物盛锡福。

其实，包括张翔、韩春静在内

的不少关注盛锡福大楼的天津市

民都存在疑问：在天津市规划局

公布的承德道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规划中，和平路地铁站入口并不

在盛锡福的位置，然而，在天河城

规划图中地铁站入口却到了盛锡

福的位置。根据一份知情人透露

的地铁施工图，“记忆天津”团

队发现，关于和平站地铁口，施工

图上只是标明了“1 号出入口对接

天河城物业”，根本没有提及盛锡

福大楼的事儿。大家认为，无论

是地铁项目还是天河城项目，从

策略上说，都不应该把地铁入口

放到如此重要的老建筑位置。从

技术上说，即使地铁站选址在盛

锡福也不是拆除大楼的理由，完

全可以改变地铁站入口。

网上公开信件内容后，张翔的

微博被不少民众和文保人士所关

注。知名文保人士曾一智和华新

民都表示签名支持。华新民更在微

博中回应道：“我签名：强烈要求完

整保护天津盛锡福大楼。对于天

河城，要求取消立项，怎能为了商

业开发而毁灭历史文化遗产！”@

不丁尔尔说：“老建筑背后，都是尘

封的故事！见证了历史的车轮，你

把轮子卸了，你还能跑多远！请给

后代一份历史的炎黄背景！”@张

轶1019说：“ 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

的人造文物，而这个城市更多的老

建筑却被人为的仅仅留于照片存

于故纸！呼吁，完整保留盛锡福，

衔接城市历史，拒绝悲愤叹息！”

也有不少人留言猜测，盛锡福大

楼很难逃离被拆的命运。

针对上述问题，记者电话采

访了高金铭副所长。他表示，针

对盛锡福大楼的保护方案仍然处

在不停的更改之中。高金铭并未

说明方案修改的重点在哪里，但

表示“不太乐观”。

2 月 10 日上午，张翔将公开信

以及公众签名打印 3 份，快递寄

出，收件人分别是天津市委书记

张高丽、市长黄兴国和副市长熊

建平。最新消息是，公开信已被

市委、市政府接收。谢辰生，原故

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中国文物保

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副理事长

杨志军、晋宏逵，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教授陈志华等文物界、规划界专

家也在公开信上签名。天津地铁

和平路站或天河城购物中心方案

能否调整，天津盛锡福大楼能否

完整保留，本报将持续关注。

在故居保护上，英国人从来

不遗余力。建筑物拆还是不拆，

每一个居民都有发言权；甚至一

座名人故居附近的建筑环境，都

需要跟这座建筑能融合在一起而

不可割裂。在这两方面，艾略特

故居的保护和甲壳虫乐队前鼓手

童年故居的拆除选择权，就是最

好的佐证。

名人故居保护：
一场民间保卫战

2010 年，一家英国地产商计

划在小说家乔治·艾略特故居附

近大兴土木，修建一个 5 层楼高、

有 22 栋建筑的公寓群。这一计

划很快遭到了当地民众的联名抗

议，原因是会破坏包括艾略特故

居在内的当地建筑风景。人们希

望地产商停止开发计划，保护艾

略特故居的原始风貌。艾略特故

居所在的旺兹沃思西部保护区存

在一批历史遗迹，当地所有的建

筑都不超过 3 层楼高，建筑者被

要求任何行为都必须与该地区的

风格一致。

2011 年初，作为一项价值数

百万英镑的开发重建项目的一部

分，利物浦市议会希望拆除前甲

壳虫乐队鼓手林戈·斯塔尔位于

麦德林大街的住房。斯塔尔在那

里出生并度过了他早期童年几个

月的时光。这很快遭到了甲壳虫

乐队歌迷的反对，一群甲壳虫乐

队的歌迷曾成立一个名为“拯救

麦德林大街”的组织，反对利物浦

议会拆除林格·斯塔尔故居的决

定。这些保护人士希望能保留林

格·斯塔尔的故居并将其对外开

放，使其变成一处供游客旅游和

参观的景点。

为此，英国住房部部长格兰

特·夏普斯甚至出面干预，致信利

物浦市政当局，呼吁暂时保留这

座位于麦德林大街上的住宅，以

便给希望保护故居的人更多时间

拿出可行方案。夏普斯说，林格·
斯塔尔出生的这座住房被许多人

视 为 是 具 有 重 要 文 化 意 义 的 建

筑。“因此，在推土机开进麦德林

大街之前，必须保证所有的选择

都得到考虑。应该让利物浦居民

自己决定是拆掉房子，还是让它

继续留在那里。”

其实英国名人故居保护并非

一帆风顺，同样有一大批和文化

名人有关的历史建筑都面临城市

开发的威胁；但是许多文化界人

士和民众寸步不让，发誓要取得

故居保卫战的胜利。

英国名人故居保护“蓝牌制”

针对名人故居保护所面临的

一些问题，比如什么样的人算名

人？什么样的名人故居才该被纳

入被保护范畴？英国特别产生了

一 个 保 护 名 人 故 居 的 制 度 ——

“蓝牌制”，并为此成立了蓝牌委

员会，专门负责确定名人故居的

条件。乔治·艾略特的故居就获

得了蓝牌，成为伦敦南部首个获

此殊荣的建筑，艾略特也成为首

个获此殊荣的女性。

蓝牌委员会设于英国遗产委

员会内，负责向英国的世界名人

故 居 发 放 蓝 牌 。 它 是 一 块 直 径

约 50 厘米的陶瓷圆盘，上面有六

行 英 文，第 一 行 字 比 较 大，写 着

人名。下面几行是他的职务、身

份 ，还 标 有 在 何 领 域 有 何 卓 越

贡 献、生 辰 年 月，再 下 一 行 是 某

年 至 某 年，最 后 一 行 是“ 在 此 居

住”一类的词。他们当中以作家

居多，也有思想家、科学家、艺术

家 、经济学家和少数政治家等。

因为这些圆盘多为蓝底白字，故

统称“蓝牌”。

蓝牌镶嵌在该名人故居或曾

经居住过房屋的外墙上，供后人

解读和瞻仰。英国政府规定：凡

是被英国遗产委员会挂上了蓝牌

的 建 筑，属 于 国 家 保 护 的 文 物。

一律不得随便拆除或改建。这些

经历过沧桑的老屋子，绝大多数

没有建成博物馆或纪念馆。现居

的房主该怎么住还怎么住，只是

不得改变外形，房主有责任定期

维修，保持整洁完好。迄今为止，

英国已为 900 多位名人的故居挂

牌，其中外国人有 30 多位。

不是所有名人的故居都能够

获得挂蓝牌的殊荣。根据英国蓝

牌委员会制定的标准，首先这个

人必须去世 20 年或诞辰超过百

年，以此充分考虑这个人的知名

度和持久的声望。另外，被提名

的人必须满足一条或更多以下的

标准：1.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必

须是公认的杰出人物；2.为人类进

步和福祉作出过重要贡献；3.必须

有一定的知名度；4.在本国名声显

赫；5.在此居住期间是其一生中的

重要阶段，有重大成就。对于在

英国居住过的外国人或海外来的

访客，他们还需要满足一个条件，

即在本国声名卓著，有国际影响。

老舍故居：
首个被保护的外国名人故居

一些曾经在英国居住过的国

外名人故居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据统计，目前一共有30位外国名人

故居得到了蓝牌，在这30位外国名

人中，老舍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中

国人。英国蓝牌申请条件苛刻，办

理流程也颇为复杂，前后需要经历

10 多个流程，时间长达 2 到 5 年。

老舍在伦敦的故居申请蓝牌成功

的过程可以一窥英国名人故居保

护蓝牌制的操作方式。

鉴于老舍在中国文学艺术方

面的杰出成就，大英图书馆的吴

芳思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

贝克教授、布里斯托大学的贝克

尔教授、爱丁堡大学的秦乃瑞教

授和陈小滢女士共同撰写了倡议

书，并正式交给了英国文物遗产

委员会。中国文化部、作家协会

也同时出具了相关证明。老舍故

居在伦敦西部靠近诺丁山的荷兰

公园区圣詹姆士花园街 31 号，是

一幢三层小楼。这栋建筑在 1998

年底被英国文化部正式列为伦敦

名人故居，挂上蓝牌。老舍先生

在伦敦大学教中文，在此生活仅

短暂的 5 年，这其中前后搬过 3 次

家，住过 4 个地方，被英国文物遗

产委员会挂牌纪念的是他住过的

第二个地方、从现有的 3 处住宅中

挑选了这一处挂牌纪念，经过了

非常严格的审查。

2003年11月25日，老舍故居蓝

牌揭幕仪式在伦敦举行，蓝牌上面

用汉字、汉语拼音和英文分别写着：

老 舍 ，1899-1966，中 国 作 家 ，

1925-1928生活于此。自此英国有

了第一座专门纪念中国作家的故居。

名人故居是一个城市文化厚

重的标志，也是不可再生的宝贵

人 文 资 源 。 一 座 不 断 失 去 名 人

故居的城市，也正在不断离其根

植的历史土壤越来越远，名人故

居 的 拆 除 不 能 政 府 或 者 开 发 商

说了算，需要更多的民间力量和

法制。

本报讯 日前，北京市消防部门透露，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孚王府、崇礼住宅（居民院）、智化寺及西单明珠商场

等存在的 159 件突出（重大）火灾隐患被列入政府挂牌 督

办 项 目 。 这 159 件 突 出（重 大）火 灾 隐 患 来 自 2011 年 度

北 京 市 各 部 门 、各 警 种 排 查 上 报 和 群 众 的 举 报 投 诉 ，若

在 规 定 期 限 内 未 进 行 整 改 或 整 改 后 仍 达 不 到 安 全 要 求

的责任单位，将面临经济处罚，甚至停产停业的处罚，必

要 时 将 依 法 申 请 人 民 法 院 采 取 强 制措施。北京市消防局

发布信息显示，目前已有 40 多件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完毕，

剩余 110 多家正在整改中。 （北 清）

位于安徽省安庆闹市区的太

平天国英王府，是安徽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也是全国现存不多的

太平天国重要历史遗迹之一。由

于年久失修，王府早已气势不再，

破败不堪。当地政府曾多次将抢

救性修缮英王府提上议事日程，

然时至今日，英王府依旧在风雨

中飘摇。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百姓家”，这是现今英王府最好的

写照。王府里现租住了 5 户居民，

大多是困难户，府门的两边一字

摆着地摊。府里的居民们在这里

卖着蔬菜和一些日杂用品。进入

府门，眼前的景象十分杂乱，没有

华丽的雕花门窗，也没有精美的

飞檐装饰。一处处的墙壁斑驳陆

离，一扇扇木格门窗掉尽朱颜，随

意搭建的房舍、楼梯、水管到处都

是，二楼的窗户外，竹竿上还挑晒

着衣裤。整个英王府内外，如同

一个破破烂烂的“城中村”。

珍贵壁画用块木板遮盖

英王府因曾为太平天国英王

陈玉成府邸而得名。曾国荃率湘

军攻克安庆后，英王府一度为曾

国藩使用，后又为李鸿章公馆。

在王府内一处大殿，太平军在墙

壁上彩绘了“飞凤舞狮”“飞凤奔

马”“瓜瓞绵绵”“暗八仙”4 幅壁

画。2004 年 10 月，安徽省政府批

准将英王府和壁画列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笔者注意到，壁画已被木板

遮盖住，四周的墙面不少已经风

化剥落，上面覆盖的木板也破损

不堪。王府内一位居民说，过去

壁画就有些剥落，后来文保部门

用木板遮盖了，但一直没有进一

步维护。

当地专家哭求修缮

早在 2004 年，安庆市政府申

报“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时

候，改造英王府的规划就已列入

其中，安庆市政府的“十五规划”

“十一五规划”里也有对英王府的

详细规划，但由于很多原因，计划

被搁置了，其中资金是最主要的

制约因素。

安庆市文物局华局长说，安

庆市博物馆考古研究员、原馆长胡

寄樵先生曾在上级部门调研时，声

泪俱下地呼吁修缮英王府。他们

也曾多次向上级部门打报告，希望

能及时对英王府进行修缮。

笔者在安庆市政府信息公开

网上看见，2011 年 2 月，安庆市政

府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

标任务，确定了 30 项需要重点推

进的工作，其中第 13 项重点工作

就是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修

复英王府，但时至今日英王府还

没有修缮。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

被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定

为“2012 文物被盗第 一 案 ”的 河

南新县“1·22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

命博物馆盗窃案”，经过信阳市

警方连续奋战成功告破，抓获犯

罪嫌疑人 1 名，追回国家三级文

物 3 件。

1 月 22 日 11 时许，新县公安

局刑警大队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

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报案称：博

物馆“千里跃进大别山”展厅北部

展览柜内 3 张纸币（国家三级文

物）及两块银元（参考品）被盗。

案 情 上 报 后 ，国 家 文 物 局

和 河 南 省 文 物 局 高 度 重 视 ，将

此 案 定 为“2012 文 物 被 盗 第 一

案 ”。 河 南 省 公 安 厅 刑 侦 总 队

视 频 专 家 迅 速 赶 赴 新 县 协 助 破

案 ，信 阳 警 方 抽 调 精 干 力 量 迅

速 成 立 专 案 组 ，全 力 以 赴 开 展

侦 破 工 作 。 专 案 组 民 警 通 过 犯

罪 嫌 疑 人 在 展 厅 监 控 区 留 下 的

模糊图像进行比对、甄别，很快

确 定 了 犯 罪 嫌 疑 人 的 特 征 及 作

案行走路线。

随后，民警在通过大量走访

信息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今

年 1 月 10 日，新县田铺乡曾发生

一起盗窃“许世友将军墓”展厅内

商店柜台的案件。专案民警立即

赶赴田铺派出所，经与被盗时监

控录像进行比对，发现光山县斛

山 乡 籍 男 子 张 某 有 重 大 作 案 嫌

疑。2 月 1 日 11 时，办案民警在张

某的家中将其当场抓获。民警根

据张某的供述，很快找回了鄂豫

皖苏区 首 府革命博物馆被盗的 3

张纸币。

目前，张某已被新县警方刑

事 拘 留 ，此 案 正 在 进 一 步 审 理

之中。

拥有浓厚历史文化沉淀的英国，虽然也面临着城市开发的威胁，但其对故居的

保护从14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英国甚至还看得到老舍短暂的“故居”。

营业中的盛锡福（历史照片） 韩春静 摄

▶“记忆天津”团队对和

平路站出入口的建议

马来西亚柔佛州首府新山的柔佛古庙有百年历史，每年农历正月

二十日至二十二日都举行众神出游活动。这项活动是新山当地华人

社会每年一度的盛事。今年“柔佛古庙百年众神出游”活动第一次被

马来西亚政府列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化遗产。图为华人代表在庆祝柔

佛古庙众神出游仪式前进行舞龙表演。 新华社发 （张纹综 摄）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中东铁路建筑群是中东铁

路沿线保存最为完整、最集中、最能体现俄罗斯民族建筑特征

的建筑群，已有百年历史，属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要

的历史、艺术、文化价值和纪念意义。目前，扎兰屯市正计划根

据这些老建筑，筹建“中东铁路风情街”。

扎兰屯市计划将文物及老建筑建设成一批有特色的博

物馆，如中东铁路博物馆、乌兰夫纪念馆、伪兴安东省博物

馆、扎兰屯历史博物馆等。在这些博物馆中，中东铁路博物

馆将是全国唯一一家展现中东铁路时期历史的特色专题

馆。该市还与黑龙江哈尔滨铁路局合作，将哈尔滨铁路局

所属的 3 处中东铁路时期的古建筑（六国饭店、铁路俱乐部

旧址、原骑兵五师俱乐部）移交地方保护和利用，努力将其

恢复历史原貌。 （青 文）

扎兰屯拟建“中东铁路风情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