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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微博上一则关于河南

陕县地坑院营造技艺濒临失传的

消息引发网友围观。根据记者的

调查，河南陕县绝大部分地坑院

已经无人居住，正遭到废弃和自

然损坏，有些甚至已经成为废墟，

地坑院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瓦房和

两层楼房取代。

而随着建筑实体的消失，地

坑院营造技艺也濒临失传。一位

知情人告诉记者，“由于缺少实践

载体，掌握地坑院营造技艺的人

目前大部分都无用武之地，传承

链条在实践载体上出现断裂。这

是地坑院营造技艺濒临失传的最

主要原因。”

“地下四合院”
构造特殊、魅力无穷

“见树不见村，进村不见房，

闻 声 不 见 人。”在 河 南 陕 县 东 凡

塬、西张村塬和张汴塬三大塬区

上，有着 100 多个这样的地下村

落，村民们在平地上挖出一个深

坑，然后再在坑的四壁凿挖窑洞

居住，这在当地被称为地坑院。

地坑院又称天井窑院，由原

始人类的穴居发展而来。它在全

国是独有的建筑方式，是民居史

上的一大奇观。它们主要分布在

豫西、陇东、晋南和陕北等地，除

此以外，世界其他地方尚未发现

类似的民居。而河南省陕县的地

坑院群落集中成片，存量较多。

据记者了解，地坑院是古老

的生土建筑，属减法营造的负建

筑 形 态 ，它 的 营 造 技 艺 比 较 复

杂。首先是在平整的黄土地面上

挖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深坑，

深 6 至 7 米，然后在坑的四壁挖若

干孔窑洞。其中，主窑对面的角

窑凿成斜坡，形成阶梯形弧行甬

道通向地面，是人们出行的通道，

称为洞，是地坑院的入口，大都是

曲尺形。门洞窑多数只有一道大

门，被称作“哨门”。

地坑院与地面的四周砌一圈

青砖青瓦檐，用于排雨水，房檐上

砌高 30 至 50 厘米的拦马墙，在通

往坑底的通道四周同样也有这样

的拦马墙，这些矮墙既可以防止

地面雨水灌入院内，又可以保障

地面劳作活动和儿童的安全。

人住在坑里，排水问题自然

是第一大事。为此，他们在地坑

院中间下挖了深 4 至 5 米的旱井，

俗称渗坑，专门用来聚集渗进坑

内的雨水。地坑院里通往地面的

门洞内有一口深水井，加一把辘

轳用于解决人畜吃水问题。地坑

院内各个窑洞按功能分为主窑、

客窑、厨窑、牲口窑、茅厕、门洞窑

等 。 窑 洞 还 是 天 然 的 温 度 调 节

器，冬暖夏凉，特别是地坑院建造

简单价廉。对于昔日贫穷的山民

来说，这样的建筑是再理想不过

的了。

据记者了解，地坑院营造技

艺包括完整的设计规制、设计模

数和工艺口诀，绝大部分和现代

建筑理念相吻合。如依据“庙正

院 不 正”原 则，地 坑 院 方 位 要 稍

偏；为 体 现 尊 卑 秩 序，主 位 要 高

大，口诀是：地势上高下低，天井

上宽下窄，主窑为“九五窑”（主窑

高九尺五寸，宽九尺），其他为“八

五窑”（高八尺五寸，宽八尺）；为

解决通风采光，窑洞要前高后低、

前宽后窄，安装要“扑门仰窗”；建

筑地坑院使用的土工尺子，长五

尺，和古代男子的平均身高相似，

通过其数值和尺度控制，保证各

建筑部位与人体活动需要的空间

协调平衡等等。

地坑院作为一种古老而奇特

的 民 居 样 式，建 造 涉 及 土 工、泥

工、瓦工、木工等行当。它是古代

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在窑洞类

居住环境中独具特色，被称为中

国北方的“地下四合院”。

民间瑰宝遭遇时代挑战

据记者了解，目前在河南陕

县西张村镇庙上村还有地坑院 80

余座，是保存地坑院较为完整的

一个村庄，但地坑院越来越不受

年轻人的喜欢了，目前在地坑院

内居住的大部分是老年人，年轻

人一般选择建两层砖瓦房。

今年已经年近古稀的刘淑军

老人至今仍然居住在地坑院内，

老人告诉记者，在这里生活久了，

不想再挪地方了。另外，老年人

在夏天不习惯用空调，住在地坑

院里冬暖夏凉很舒适。老人还告

诉记者，他的儿女曾多次劝他搬

出来住，但是他都没有搬。

如今，居住在地坑院里的大

都是像刘淑军这样的老人，他们

怀着一种无法割舍的恋旧情结，

不愿意改变固有的居住环境。尽

管如此，地坑院居住的人数仍逐

年 在 减 少，楼 房 却 在 逐 年 增 多。

一位年轻人告诉记者：“现在家庭

都买了汽车、拖拉机等，这些都无

法 开 进 地 坑 院 内，非 常 不 方 便。

再说我们平时在外边打工，见多

了高楼大厦，一跟别人聊时，如果

还说自己住在窑洞里边，别人都

会用很诧异的眼神盯着我，好像

我是原始人似的。”

另一位老人也认同这位年轻

人的说法，他说：“年轻人不愿意

住地坑院的最主要一个原因是，

在当地人们的观念中，穷人才住

地坑院，实际情况也是富裕的人

家都建起了砖瓦房。而小伙子娶

媳妇，姑娘们也非常看重这一点，

如果家里住的是地坑院，年轻人

娶媳妇就会非常困难。”

除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在起作

用，近年来“退宅还田”的土地政

策和新农村建设，也从另一方面

造 成 了 许 多 地 坑 院 被 废 弃 、填

埋。之前，有相关媒体算过这样

一笔账：每个地坑院因为窑顶怕

渗水，一般都不能种植庄稼，一个

地坑院占地 1 亩至 1.5 亩，甚至达

2 亩。1 万多个地坑院至少占地 1

万余亩，而建砖瓦房，一户三分地

就足够了，可节约土地资源 70%

以上。对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陕

县来说，填埋地坑院能节省出不

少耕地。

种种原因，使现在河南陕县的

地坑院遭遇无人住、无人愿建的尴

尬，地坑院营造技艺也面临失传。

技艺传承人呼吁政府关注

2007 年，地坑院民俗被河南

省 政 府 列 入 第 一 批 非 遗 保 护 名

录；2007 年 3 月，经中国民间文化

之乡专家考察组实地考察、评审，

河南陕县被认定为“中国天井窑

院文化之乡”。去年 5 月 23 日，地

坑院营造技艺被国务院列入第三

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

据记者了解，陕县县委、县政

府 对 该 项 目 的 保 护 工 作 十 分 重

视，2011 年请西安麟德旅游规划

设计院对张汴乡 8 个村 1000 余座

地坑院做详细的保护规划，提出

开发性保护、原真性保护、社区性

保护三种模式。

开发性保护就是将地坑院村

落开发成旅游景点。如西张村镇

庙上村的地坑院旅游景点已初具

规模，并获得良好效益；原真性保

护则是保留现存的地坑院外形状

态和稳定原住民的生活状态，并

有意保留一些相关的民俗文化元

素在内；社区性保护主要指的是，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由政府

统一规划，建设众多形态各异的

地坑院农家乐饭店，为游客提供

吃住玩等项目，形成一个独具特

色的地坑院游览社区。在陕县县

委、县政府的规划中，通过这 3 种

保护模式的实施，营造技艺就会

得以传承，为项目的保护创造了

载体条件。

但陕县文化馆馆长尚根荣告

诉记者，陕县对这种技艺的保护

目 前 主 要 还 是 从 文 字 资 料 和 视

频、照片等方面进行保护保存，通

过出版书籍和多部专题片介绍，

使 主 要 技 艺 、基 本 状 况 得 到 保

护。但是他内心也很明白，图片

和资料与实体建筑相比，是多么

抽象和不易被人接受。

尚根荣说：“开挖地坑院实际

上是一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

作，大部分人都会干。在陕县三

道塬上，50 岁以上的人都干过这

种活，但涉及木工、瓦工和土工刷

洗窑壁、崖面以及用传统土坯维

修等技艺性较强的工作，掌握的

人数就不多了，现在当地约有 100

人会这种技艺。”

对于这 100 余人的生存状况，

记者也进行了随机调查采访。70

岁的王万里以前是陕县的“工程

师”，他 们 村 一 半 以 上 的 地 坑 院

他 都 参 与 建 筑 。 现 在 他 们 家 的

儿女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下他和

老 伴 在 家 守 着 几 亩 地 。 提 起 建

造 地 坑 院，老 人 显 得 格 外 亲 切，

笑 呵 呵 地 告 诉 记 者：“ 现 在 政 府

不 是 在 搞 地 坑 院 农 家 饭 店 么 ？

虽 然 现 在 的 地 坑 院 农 家 饭 店 和

我们那时候的地坑院不太一样，

但 是 毕 竟 我 们 那 一 套 老 技 术 还

能 用 得 上 。 希 望 政 府 能 够 制 定

点措施，或者政府可以开个班培

训 一 下 当 地 年 轻 人 怎 么 建 造 地

坑院，不然再过几十年就没人再

会这个技术了。”

地坑院营造技艺传承缺什么
——河南陕县地坑院营造技艺濒临失传原因调查

本报驻河南记者 张莹莹

距今已有 2500 年历史的齐长

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第五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西起

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迤逦山

东十三县，长达千余里，是现存最

早的长城。

今年 4 月份，山东省齐长城保

护 工 作 在 济 南 市 长 清 区 率 先 启

动，保护齐长城将是今年济南文

化遗产保护重点工作。然而，长

清区双泉乡马西村附近的齐长城

周围有多家采石场，此前曾因保

护齐长城停工一年多，今年不知

何 故 又 复 工 开 采 了 。 了 解 情 况

后，笔者赶赴现场，展开了调查。

齐长城险塞，经常遭炮震

汽车行驶在前往双泉乡的公

路上，两边高山上时常可见已被

开采的山体，风一吹，空气中尽是

白色石头粉末。满载着石子的重

型卡车疾驰而过，偶有一些石子

散落在路边。

在马西村，60 多岁的老高正

在放羊，他说：“我们村的历史老

远了，北边山上有个杜庄山寨，是

齐长城的一部分，据说 2000 多年

前修建的，抗日战争时期，战士们

还曾驻守在上面打鬼子。”笔者了

解到，这个杜庄山寨又名杜庄古

城堡，根据“因地形用险塞”的军

事工程原则修建，被誉为千里齐

长城上现存最完好、防御体系最

严密的古城堡，曾得到著名文物

专家、中国长城学会会长罗哲文

高度评价。“如果说保存完好，10

多年前还可以，即使破坏，也只是

小孩子顽皮，上山逮蝎子，从长城

上搬块石头下来。”正在地里拔草

的李女士说，现在不一样了，周边

的采石场对齐长城损害严重。

据介绍，七八年前，马西村附

近建起多家采石场，经常放炮采

石。“一旦放炮炸山，两三里地远

的村子都会感到震动，像是在地

震。”李女士说，更何况在山顶的

齐长城了，能不受影响吗？在济

南政府网“12345 市民服务热线专

栏”上，有 不 少 济 南 市 民 发 帖 反

映，双泉乡一些村庄的采石场扰

民，不但经常放炮，四处飘散的粉

尘也影响其正常生活。

马 西 村 村 民 董 先 生 透 露 ，

2010 年秋天，这些采石场曾因为

文物保护停工过，但不知什么原

因，今年初又复工开采了，规模比

以前还大。笔者注意到，这些采

石场 2010 年停工之时正是相关部

门为编制《齐长城总体保护规划》

进行齐长城资源调查的时候。

四周3座采石场，步步紧逼

笔者驱车来到马西村东部，马

路边竖着一幅广告牌，写有“山东公

路海瑞石料有限公司长清分公司”，

一个箭头指向采石场所在的方位，

顺路前行，路两边覆盖着一层石料

粉末，基本看不到绿色的植被。

在采石场一个空旷地带停着

几辆挖掘机，几名工作人员正仰

躺在车下修车。一工作人员称：

“你算找对了，从这儿上去是到马

西村北部山上的齐长城——杜庄

山寨最近的路，爬上去就可以，你

看见山顶上那个凸起的角了吗，

那就是齐长城。”笔者下车，沿着

采石场的路徒步前行，机器作业

的轰鸣声越来越大，其中一辆挖

掘机在半山腰不断向下摆弄散碎

的石头。周围山体已被开采，形

成人造的悬崖峭壁。顺着小路继

续攀爬，来到人造悬崖上方，山体

悬崖附近有很多宽约五六厘米的

裂痕，据当地人介绍，这是放炮采

石造成的。

顺着四五十度的山坡继续前

行约 200 米，记者来到山顶杜庄山

寨。山寨南北两侧为天然的悬崖

峭壁，一些巨型石头与山体间已

有裂痕，看上去摇摇欲坠。据当

地人介绍，不排除是放炮震动山

体的结果。

山寨自东向西共有 3 座城墙，

城墙间有大量人造居所，其中部

分居所顶部的石头已被掀开。站

在最高的城墙上四处瞭望，笔者

发现，山寨四周有 3 座采石场，整

体呈白色，笼罩着粉尘，与周围的

绿色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站在山顶，笔者依稀能

够听见半山腰处距离山寨最近的

采石场的机器轰鸣声。

曾多次被停工，屡次又开工

“据我所知，这附近的采石场

不止一两个，还有很多。”济南市

长清区文物管理所相关负责人刘

先生说，比如马西村附近的一家

采石场，虽说尚未对齐长城本身

造成直接破坏，也没有开采上面

的石头，但它的施工已经对山体

形成了威胁，并且损害了周边环

境和自然风貌。

刘先生说：“齐长城绵延千余

里，少哪一块都算不得完整了，势

必会破坏长城的连贯性。”

据透露，马西村附近的采石

场开工七八年以来，曾多次因文

物保护问题停工，但每次停工不

久都复工了。“没办法，文物部门

负责保护文物，但无权责令采石

场停工，每次停工，也都是经过我

们的多方协调。”刘先生说，“采石

场审批归土矿等多个部门管。”

以这家采石场最近这次停工

为例，长清区文物管理部门曾多

方协调，令其彻底停工，最终也没

能办下来。“我们只好划定一个保

护范围，范围之内禁止开采。”刘

先生说，在现场可以看出，这家采

石场的开采方向已经调整。

事实上，这家采石场停工另

有一层原因——影响了当地村民

的 生 活 环 境 ，尽 管 目 前 仍 在 影

响。有市民向“12345 市民服务热

线”反映情况，但长清区相关部门

给出的答复却是：“这些采石场取

得了开采证，责令其定期洒水，减

少扬尘产生。”

今年底，周边采石场将停工？

长清区文物保护大队相关负

责人韩先生表示，马西村附近的

采石场反复停工、复工有其历史

遗留原因，早在 10 年前，在对齐长

城的保护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

情况下，一些采石场就开工了，骤

然让其彻底停工容易产生一些社

会问题。

去年底，长清区文物保护部

门召集相关部门召开了一个联席

会议，探讨齐长城保护问题，最终

与采石场签订了一份协议，要求

采石场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

可以在规定范围内开采，一旦越

界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开采期限到

今年年底。“也就是说，到今年年

底，这些采石场将全部停工，不仅

停工，还会被吊销营业执照。”韩先

生说，所有行为都是出于保护文物

的目的，现在，他们还经常去采石

场巡查，监督其开采范围。“要知

道，现在的采石场设备很先进，稍

有不慎就会越过保护线，从而损害

文物，因此必须强制撤出。”

就长清区文物部门的说法，

笔者向采石场进行了核实，工作

人员称，之前确实停过工，但不是

因为文物保护。笔者又连线了采

石场的总部——山东公路海瑞石

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称：“长清

采石场之前从未停工，我们也没

有接到任何关于年底前撤出的通

知。”

【相关链接】

在山东文博事业“十二五”发

展规划确定的“七区两带”文化遗

产片区保护规划中，齐长城人文

自然风景带被列为“两带”之一，

同时还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六片四线一圈”战略框架。

目前，齐长城资源调查已顺

利通过国家验收，《齐长城总体保

护规划》和重点区、段的保护、展

示 工 程 设 计 方 案 已 相 继 编 制 完

成，保护工程将在“十二五”期间

全面展开。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保总体规划获批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河北

省政府了解到，世界文化遗产避

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保护总体

规划日前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

按照规划，中央财政投入专

项资金 6 亿元人民币，实施避暑

山 庄 及 周 围 寺 庙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程 。 这 是 中 国 继 西 藏 布 达 拉

宫历史建筑群保护工程、长城保

护 工 程 之 后 的 又 一 重 大 文 物 保

护工程。

据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

遗产保护工程指挥部陈东介绍，

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避暑山庄

道路保护修缮工程、清代驳岸保

护工程等少部分保护工程已先期

于 2010 年启动，按清代原有做法

进行保护修缮。

总体规划的获批，标志着全

部 60 项文物保护维修方案尘埃落

定，所有保护工程将陆续启动并

进入快速通道，预计 3 年后，避暑

山庄及周围寺庙将以全新面貌迎

接世人。

按照总体规划要求，文物所

在地河北省承德市应正确处理文

物保护与经济建设、合理利用之

间的关系，最大限度保护避暑山

庄及周围寺庙文物本体及环境的

完整性和真实性。 （张 涛）

据新华社消息 国家大遗址

保护曲阜片区暨山东省文物保护

88 项重点工程，日前在山东曲阜

鲁国故城遗址地集中开工。

据了解，这些项目涵盖了山

东省“十二五”期间重点推进的曲

阜片区保护建设、大运河申遗、齐

长城保护及其他重要文物单位的

保护工程，其中曲阜片区 13 项，大

运河保护工程57项，齐长城保护工

程 10 项，魏氏庄园、十笏园、岱庙、

威海近代建筑群等其他重点工程8

项，预计总投资超过 100 亿元。

据介绍，曲阜片区主要开展

曲阜鲁国故城、南旺分水枢纽工

程和大汶口遗址 3 处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以及三孔、三孟、尼山

孔庙及书院等一系列文化遗产的

维修保护、环境整治和保护设施

工程建设。目前，大遗址保护前

期工作已经全面启动，鲁国故城

等大遗址先后完成总体保护规

划，三孔、三孟、尼山孔庙和书院

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保护

方案也已完成。

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是国务院部署的一项具有全

局影响和示范作用的国家重大文

化遗产保护工程。到2013年8月，

大运河将着力实施各入选遗产点

的保护维修、展示、环境整治、水

资源保护和生态恢复等工程，为

整体申报工作的顺利推进打下基

础。作为国家文物局主导的“长

城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齐长城总体保护规划》和重点区

段的保护、展示工程设计方案也

已相继完成，保护工程将进入具

体实施阶段。

大遗址保护是近年来中国实

施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的 战 略 部 署 。

“ 十 二五”期间，中国确定了以六

片、四线、一圈为重点，150 处重要

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战略，

山东共有13处大遗址入围，涉及重

点项目300余个。（张 晶 刘宝森）

山东省文物保护88项重点工程开工

本报讯 日前 ，康 熙 陵（景

陵）圣德神功碑楼修复工程开始

施 工 ，这 标 志 着 中 国 现 存 规 模

最 大的皇室 陵 墓 建 筑 群 清 东 陵

文 物 保 护 修 缮 工 程 全 面 启 动 。

“十二五”期间，该工程计划投资

达 7.1 亿元人民币。

清东陵文物管理处主任李学

东介绍说，5 月 18 日启动修复的

景陵圣德神功碑楼俗称景陵大碑

楼，是歌颂康熙大帝一生功绩的

标志性建筑。其双碑文由雍正皇

帝亲自撰写，长达 4300 多字。清

嘉庆十六年（公元 1811 年）此处曾

大修一次。1952年遭雷击起火，碑

亭被焚毁。该修复工程由天津大

学文化遗产研究所具体负责实施。

据李学东介绍，清东陵文物

保护修缮工程计划总投资 7.1 亿

元人民币，重点实施包括本体保

护、安防、消防、防雷、科技保护等

在内的共六大类 41 项文物保护项

目。今年准备重点开工建设景陵

圣德神功碑楼修复工程、昭西陵

修缮工程、裕陵重点修缮工程、景

陵及惠陵陵墙修缮工程等 8 项，整

体维修工程 6 项。

清东陵是中国现存体系最为

完整、规模最为宏大、保存最为完

好的古代帝王陵寝建筑群之一。

陵区内建有 15 座陵寝，586 座单

体建筑，埋葬着清初孝庄文皇太

后、入关第一帝顺治，以及康熙、乾

隆、慈禧、香妃等历史人物161人。

2000年11月30日，清东陵被正式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白云水）

清东陵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启动

河南地坑院（资料图片）

济南齐长城遭附近多家采石场炮震
张 彤

据新华社消息 洛阳市近日

公布，中国佛教“祖庭”白马寺将

进行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扩

建，根据白马寺总体保护与整体

开发项目规划，新编制的白马寺

总面积达 1300 亩。

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

元 68 年）的洛阳白马寺，是佛教传

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有

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

称。白马寺红围墙内古建区现

有面积 48.6 亩，在扩建中将全部

原貌保存。

白马寺佛教文化园区概念性

总体规划已获洛阳市规划委员会

通过，并被列入洛阳创建国际文

化旅游名城的重点示范建设项

目。未来 8 年，白马寺软硬件将全

面提升。

据悉，白马寺佛教文化园区

将按照“释源祖庭、佛教圣地”的

总体定位，规划设计门前广场、中

轴礼佛区、国际寺院区、菩萨道场

区、佛学院区、综合服务区、公共

服务区以及绿化隔离区等，预计

总面积将达到 1300 亩。

据介绍，历史上白马寺曾进

行 3 次大规模的扩建。第一次是

东汉建寺时期；第二次是在唐朝

洛阳作为“神都”时，曾占地 3000

多亩；第三次是明朝。即将进行

的整体开发将成为白马寺又一次

大规模扩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

的第一次。 （双 瑞）

本报讯 在南京大学鼓楼校

区北园西侧的一条小巷子里，坐

落着一座西洋风格的小洋楼。美

国著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和

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曾经

在这里生活了 15 年。5 月 19 日上

午，纪念赛珍珠诞辰 120 周年暨赛

珍珠故居修复建成仪式在南京大

学举行。

赛珍珠是一位以中文为母语

之一的美国女作家，她才华横溢，

一 生 创 作 了 百 余 部 作 品 。1919

年，她来到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

大学、中央大学执教，在此居住直

至 1934 年离开中国。

为纪念赛珍珠诞辰 120 周年，

南京大学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将

这栋小楼修复一新。小楼的房前

屋后被绿树环绕，刚走进屋内，就

能听到留声机传来的音乐，客厅

的摆设还和几十年前一样，让人

想起当年赛珍珠和学生们一边听

着 音 乐一边讨论文学话题的情

景。三楼的小阁楼窗台边，赛珍珠

曾经用过的打字机还依然放在桌

前，微风吹过，白色的帘幔轻轻飘

起。就在这里，赛珍珠完成了她

著名的《大地》三部曲，并因为“对

中国农民生活史实般的描述”在

1938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南京大学刘海平教授是国内

研究赛珍珠的专家，他介绍，赛珍

珠在南京生活期间迈上了创作之

路，并在这所故居里创作了《大

地》等著名作品。“赛珍珠通过自

己质地精良的文学著作，使西方

世界对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

与尊重。”刘海平说。

《赛珍珠在中国》传记作者、

英国著名作家希拉里·斯布尔林

也表示，南京对赛珍珠的作品有

非常大的影响。赛珍珠的作品在西

方流传很广并影响了很多西方人对

中国的观点。 （卢 辉 柯高阳）

白马寺 60 年来首次大规模扩建

南京大学赛珍珠故居修复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