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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章士钊故居不当修缮被叫停
本报记者 丁艳丽

沈阳3处工业遗产群申报“省遗”

安徽怀宁两处文保单位晋升“省保”

近日，北京东城区市级文保

单位“史家胡同 51 号”四合院——

章 士 钊 故 居“ 被 拆”引 起 了 公 众

的关注。7 月 6 日，北京市文物局

执 法 队 给 施 工 方 下 达 停 工 令；7

月 7 日，媒体报道故居施工方仍

在继续施工；7 月 8 日，附近居民

介绍说，当日早上 51 号院内停止

再施工。

7 月 8 日下午，北京市文物局

会 同 东 城 区 文 委 邀 请 谢 辰 生 等

4 位专家组成专家组，到章士钊故

居现场进行查看。市文物局当日

晚 8 点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

通过专家对施工批准方案和施工

现场的认真核查，对尚未办理施

工许可进行施工、局部超获批方

案范围施工和未及时补充施工设

计及洽商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同

时认为，从文物保护实际情况看，

局部超范围施工的内容还是有必

要的。

对此，文保人士曾一智表示：

专家看到的已经是拆除后重建的

现状了，并非施工方介绍的施工

中发现问题不得不拆的状态。对

于文物局通报的“局部超范围施

工的内容还是有必要的”，曾一智

质疑，“‘局部超范围施工的内容

还 是 有 必 要 的 ’跟 梁 林 故 居 的

‘ 维修性拆除’有什么区别？‘ 局

部超范围’到底超在哪？东西厢

房的墙体拆除重建也属于不在修

缮方案中的内容，仅仅为了运送

建 筑 材 料 ，就 将 倒 座 房 后 墙 拆

除，未 办 理 开 工 证 就 擅 自 施 工，

这 都 不 仅 仅 是 施 工 超 范 围 的 问

题，而是对文物、对文明、对法律

缺少起码的尊重。”

7 月 8 日下午，北京市文物局

在官方微博发布了两份停工通知

书，分别发给外交部和北京房地

集团有限公司。通知书称，上述

两单位未经北京市文物局批准，

擅自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东城区

史家胡同 51 号四合院的保护范围

内进行超范围施工，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21 条

和《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第 19

条及第 21 条的规定。因此依据

《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责令两单

位接到通知后，“立即停止施工，

听候进一步处理。”

文保人士姚远说：产权单位

投资对章士钊故居进行修缮本是

件好事，北京市文物局对修缮的

批示也符合文物保护的原则，但

修缮过程中施工单位违法施工、

不当修缮对章士钊故居的文物原

状造成了负面影响。

文物修缮是一项非常严谨的

工作，北京市文物局对章士钊故

居修缮方案的审批意见提到“维

修工程应保持其历史风貌，应严

格 遵 循 文 物 修 缮‘ 最 少 干 预’和

‘不改变文物原状’等原则”。但

作为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一级单位

的北京房地集团有限公司却在修

缮方案未经报批的条件下擅自开

工，发现故居墙体存在问题没有

向文物部门申报自行将其拆除，

一方面让人怀疑其对施工资质的

责任感，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文物

古建修缮的另一个问题，即文物

修缮的保护原则与技术操作的统

一。姚远说：“施工单位在文物修

缮过程中的施工必须坚持文物保

护法的相关原则。这就需要政府

和社会公众的共同监督。北京市

文物局对文物单位的修缮进行审

批属于行政许可行为，有必要将

修缮方案公示，以便社会公众监

督，敦促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文物

修缮方案展开施工。”

据曾一智介绍，施工现场的

负责人对前来拍照取证的文保人

士 叫 嚣：“ 破 工 地 你 照 它 干 什 么

呀？修缮修缮，不拆行吗？”曾一

智感叹：“迄今，维修性拆除已经

毁掉全国多少文物的真实性、完

整性，毁掉多少文物的原状和历

史信息。根据文物局批示的修缮

原则，以危房为由把方案中仅需

要修缮的过厅推倒重建，这是什

么行为？修缮方对文物原状如何

解释？最少干预又如何解释？就

算危房的借口是真的，也违反《文

物保护法》‘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

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

得在原址重建。但是，因特殊情况

需要在原址重建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报

省、自 治 区、直 辖 市 人 民 政 府 批

准’的规定。”

章士钊故居为北京市人民政

府公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曾一智更

明确指出：“院落文物等级高于梁

林故居三级，请参照严惩。”

对于此事，华中科技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历史教研

室主任李纯说：“进一步完善法律

规定，加大对违规违法者的处罚

力度，做到执法必严，与此同时，

各地公众也要增强对自己城市的

文物保护意识，这样才不会造成

一些人钻文物保护的空子。”

据了解，古建筑的修缮按照

200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文物保

护工程管理办法》：“文物保护工程

必 须 遵 守 不 改 变 文 物 原 状 的 原

则，全面地保存、延续文物的真实

历史信息和价值；按照国际、国内

公认的准则，保护文物本体以及

与之相关的历史、人文。”古建筑

的“原状”应是其最后建成时的状

况。确定是否“原状”应经过充分

勘测调查，分析哪些是原有的部

件，哪些是后来的。可以从本建筑

中找依据，也可从建造时间、类型、

手法和工艺等方面找证例。

如今，文物古建筑在修缮过

程中常出现任意更换构件甚至改

变建筑物原有的形制、结构等现

象，许多古建筑由于某种需要被

装修得焕然一新，这实际上是对

古建筑的破坏，严重损害了古建

筑 的 文 物 价 值 。 姚 远 说：“ 文 物

古建的修缮必须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本报讯 7 月 8 日，记者从有

关部门获悉，辽宁省沈阳市在工业

遗产普查的基础上，遴选并拟定了

3 处工业遗产群申报省工业遗产，

即沈阳铁路交通遗产廊道、铁西区

装备制造业遗产群、大东区民族工

业遗产群。

在今年召开的两会上，175 名

沈阳市政协委员联名提出提案，

建议沈阳市保护工业遗产，建立

工业遗产遗址公园。

作为第一提案人，沈阳市政

协委员马瑛说，沈阳是我国重要

的工业基地，工业历史悠久，工业

遗产丰富。沈阳的铁路交通遗产

廊道、铁西工业厂房片区、大东黎

明工业片区无论是独特性还是真

实性和完整性，都具备申报世界工

业遗产的标准。她还说，随着城市

改造步伐的加快，沈矿、车辆厂等

大型工厂整体搬迁，沈阳大量厂房

被拆除，工业遗产面临消失。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11 月，沈阳市对

工业遗产进行了全面普查，共发现

工业遗产 60 余处。目前沈阳铁路

交通遗产廊道、铁西工业厂房片

区、大东黎明工业片区具备申遗的

条件，但如果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有

效措施，这些工业遗产将面临大规

模整体消失的危险。

沈阳市有关部门在对该提案

进行答复时表示，沈阳市在工业

遗产普查的基础上，结合马瑛等

175 名委员在提案中提出的建议，

遴选并拟定了 3 处工业遗产群（沈

阳铁路交通遗产廊道、铁西区装

备制造业遗产群、大东区民族工

业遗产群）申报省工业遗产。辽

宁省将把全省工业遗产打包申报

世界工业遗产。 （肖春苹）

本报讯 日前，安徽省人民

政府核定公布了第六批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安庆市怀宁县“城

河遗址”和“南方村官闸”分别被

列入古遗址、古建筑文物保护类

别，晋升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至此，该县共有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4 处，县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28 处。

“城河遗址”位于怀宁县马庙

镇育儿村，遗址四面环水，为水中

小岛，四周高，中间低，呈长方形，

面积 21800 平方米，年代为新石器

至商周时期，于 1984 年全国文物

调查时被发现。“南方村官闸”又

称“朝天闸”，位于怀宁县三桥镇

南方村，始建于清代，采用长方形

青石和麻石堆砌而成，呈拱形，闸

高 6 米、长 6.3 米、宽 4 米，面积 143

平方米，闸身两侧刻有“官闸”二

字，2008 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时被发现。

据了解，“城河遗址”和“南方

村官闸”此前已被怀宁县人民政

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钱续坤 熊卫华）

据新华社消息 河北省永年

县施庄文化人士单志学，近日从 4

座无人居住的百年老楼上发现建

国前 40 余幅革命壁画标语，后经

继续查证该地是解放战争时期晋

冀鲁豫军政大学某部旧址。

这些壁画面积近 80 平方米，

全用红、黑两种颜料精心绘制、书

写。其中一幅壁画标语写道：“努

力学习、奠定革命知识基础，分清

时代潮流、树立革命人生，辨别是

非、追求真理，一贯反帝反封建、全

心为国为人民，恨君主反封建打倒

独裁、为人民得自由倡导革命。”

在沧桑肃穆的墙壁正中或主

要位置，有 3 幅毛泽东的画像，其

中一幅下面写有“中国人民领袖毛

泽东主席”11 个繁体大字，还有一

幅下面写着“本班学习公约十二条

共计 256 个字”，注明时间为“1948

年6月27日”。

据施庄村内建国前老党员、现

年83岁的王振海回忆，1948年前后，

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冀鲁豫军政大学

有200多人驻在这个村中，他们一边

学习，一边帮助村农会进行土改。《永

年县志资料》记载，“1948 年春天，

当时晋冀鲁豫军政大学驻在临洺

关一带，军大有些负责同志驻在施

庄。他们发展土改还不够彻底，又

发动群众再一次进行土改复查。”

据军事大百科资料介绍，晋冀

鲁豫军区军事政治大学是 1945 年

10月在山西省长治地区成立的，它

由“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简称抗大）一部、抗大太岳分校、抗

大太行分校合并组建而成。解放战

争开始后，原属晋冀鲁豫军区的主

力组建为晋冀鲁豫纵队，并开始转

向豫东作战，曾驻扎于冀南一带。

据了解，像这样保存清晰、数

量较大的军大遗址在国内较为罕

见，它对研究军大历史以及教育

后人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在村

民单志学的倡议下，施庄村向上

级提出了保留这些旧楼房的建

议，并初步制定了以遗址旧楼房

为中心的“施庄文化园”项目建设

规划，将这里打造成以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为主，以旧居回

归、民俗展览等为辅的具有地方

特色的农家乐园。 （朱 峰）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内蒙

古自治区文化厅了解到，近日，位

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汉代著

名城障遗址——居延遗址又新发

现一座汉代烽燧遗址。

经勘察，新发现的烽燧由烽

火台和坞组成，整体已经坍塌损

毁，形似一个土丘，东西 14 米，南

北 15 米，残高 5 米。烽火台设在

坞的东北角，底部为夯土，上部由

土坯筑。在这个遗址还发现了一

枚汉简和一枚青铜箭，地表散落

着汉代灰陶片。

考古人员初步认定，这个新

发现的烽燧是汉代居延边塞军事

防御设施。目前，文物部门已对

烽燧周边用围栏进行了围封保

护，并将新发现的烽燧初步命名

为阿德格库秀尔烽燧。

居延遗址群位于内蒙古额济

纳旗、甘肃省金塔县境内，主要是汉

代的城障遗址，20世纪30年代，这

里发现了数万件反映汉代边塞屯戍

情况的简牍，为研究汉代历史开辟

了一个新的领域，同时也使居延遗

址名扬世界。

2011 年，内蒙古额济纳旗文

物部门工作人员在对居延遗址群

普查时，已发现了 18 处汉代烽燧

遗址。 （勿日汗）

额济纳旗发现汉代烽燧遗址

河北发现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某部旧址

7 月 5 日，南京“郑和宝船”复建工程取得重要进展。在位于明代

宝船厂遗址上的复建厂房内，庞大的宝船主船体结构基本建成。7

月 11 日，南京作为 2012 中国航海日活动主会场，这艘初显雏形的“仿

明代郑和宝船”正接受各地来宾的参观考察。

复建中的“郑和宝船”以各种史料为依据，按等比例、全木质结

构、可进行远洋航行的要求设计建造。宝船由造木船世家传人组成

的工匠队伍、采用传统的木船建造工艺建造。据介绍，为适应现代

航海要求，宝船也将装备各种现代化的高科技先进设备。

按复建计划，这艘“仿明代郑和宝船”将于今年底完成主体设备安装，

2014年下水，在试航成功后，开启“八下西洋”海上之旅。图为明代宝船厂遗

址上的复建厂房内，宝船复建施工正在进行中。 新华社记者 孙 参 摄

微博发起的“山西古建抢救之旅”引发的话题
本报记者 李佳霖

6 月 9 日至 10 日，通过微博发

起 的“ 山 西 古 建 抢 救 之 旅”一 行

100 余人赴山西调查。草根木建

筑专家网名为“爱塔传奇”的唐大

华带领考察团参观了山西省长治

市的 8 处木构建筑遗址，其中有 5

处失修，3 处保存完好。

本次活动的初衷在于扩大全

社会对于山西木构建筑的关注，

但 活 动 后，也 引 发 了 一 些 争 议。

原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柴泽俊

认为，民间力量参与到木建筑保

护中来，非常值得提倡，但是民间

力量的参与一定要有限度，不然

可能会带来负面后果；保护和修

缮木构建筑，主要还是靠专业的

修缮人才，而目前专业人才短缺

正是山西木建筑维护进程缓慢的

重要原因。

民间探访需谨慎

“山西古建抢救之旅”活动开

展 之 后 ，褒 扬 与 批 评 都 随 之 而

来。有人赞扬其引发了社会对山

西古木建筑的更大关注，有人则

质疑“抢救”活动本身可能会对木

构建筑造成破坏，甚至引发盗窃

文物问题。

同济大学规划与设计学院教

授张松表示，“唐大华寻访失修的

山西木构建筑，反映山西木建筑

保 护 的 现 状 ，是 非 常 值 得 肯 定

的。但后来组织的高端旅游，那

就变成木建筑保护之外的事了，

他们的行为会对遗产保护产生负

面影响。”

有网友认为，此次行动由于

人数众多，考察团成员又大部分

缺乏文物保护知识，同时参观的

建筑多为年久失修的建筑，组织

此类大规模考察团的举动有失妥

当。比如游客开闪光灯拍摄木建

筑和珍贵彩塑，可能会对高分子

结构的文物造成破坏。对此，唐

大华说：“失修严重的木构建筑内

部一般塌开大洞，光线非常好，不

会使用闪光灯。”

还有网友表示，随团人员对

珍贵文物拍照并将其发到网上，

等于将珍贵文物暴露于光天化日

之下，很容易引起文物盗窃分子

的注意。此外，该考察团人数众

多，人员比较复杂，有网友担心会

有文物盗窃分子跟团踩点。国家

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山西南部早

期建筑维护工程专家组组长张之

平也说，近年来山西的文物盗窃

分子活动很频繁。“一定要警惕盗

窃现象。在做‘十一五’规划时，

我们前脚走，后脚就有文物盗窃

分子开始行动。”

对此，唐大华回应说：“自驾

探访的所有山西木建筑，都是在

网上找的政府公布的文保单位，

在政府的公布单中就有详细的地

址，谁都可以找到。”同时，他认

为，山西木构建筑中可盗窃的文

物比较少，木构建筑结构比较简

单，装 饰 物 较 少，盗 窃 的 价 值 不

大。“即使发生了盗窃事件，盗窃

的危害也要比整个建筑毁掉的危

害小得多。”

不过，张之平仍表示，“民间

力量来关注山西木建筑的保护非

常值得赞扬，但是方方面面的因

素都得考虑到。”她认为，民间力

量的关注可能会加大地方政府的

心理压力，一定要警惕地方政府

没有规划地随意修缮木构建筑。

有些地方政府压力一大，就可能不

考虑古木构建筑的背景、原构和原

貌，拨钱随便乱修，或者开发旅游，

更破坏了古建筑。“这样带来的损

害是无法挽回的。”

清华大学建筑系副主任吕舟

认为：“活动组织者的出发点和动

机应该都是好的，站出来指出山西

木建筑失修的现状是社会责任心

的表现，但民间力量在组织活动时

必须确保文物安全。组织者和参

加者都有责任和义务保证文物的

安全。但是懂得怎么样去保护文

物，是一个更大的全民教育问题。”

修缮人才紧缺是瓶颈

张之平认为，木构建筑的修

缮 必 须 由 专 业 的 修 缮 队 伍 来 完

成，而目前我国木构建筑的修缮

人才紧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保护的进程。“资金不那么缺乏

了，但维护古建筑的人才仍十分

缺乏，这其实是我们不能一下展

开所有修缮工程的关键。”据张之

平介绍，目前我国高校的古建筑

教学，太偏理论，研究建筑史的人

很多，培养出来的专业维护人员

却很少。

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

局 长 励 小 捷 在 北 京 大 学 考 古 学

科创立 90 年和北京大学考古专

业 创 建 60 周 年 庆 典 上 曾 指 出 ：

当 前 文 物 保 护 工 作 中 最 大 的 制

约 就 是 人 才 ，既 缺 乏 高 层 次 人

才，也 缺 乏 能 动 手 操 作、在 古 建

和 壁 画 上 动 手 修 复 的 高 级 蓝 领

人 才 。 北 京 大 学 1993 年 开 设 了

文物保护专业，但学生真正走上

维护一线的却很少。

据了解，山西有资质的承担

古建筑维护的施工单位有 18 家，

而其主攻方向大部分与钢筋水泥

有关，木建结构几乎空白。

柴泽俊更是指出，现在很多

传统的维修木建筑的技术面临着

失传的危险，状况非常严重。“现

在的古木建筑修缮人员，锛子拿

不起，手工刨子不会用，鱼鳔不会

摇，桐油不会熬，石颜料不会洒，只

能将就代用机器制作品。”比如简

单的钉椽子，如果使用手工制作的

方形钉，一两百年都不会滑落，而

现在机器制作的钉子，三五年就坏

了，但制作方形钉的手艺现在已经

失传，钉椽子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

事情。“这就意味着修缮的频率非

常高，以前 200 年需要修缮一次的

构件，现在不到 5 年就得修一次，

200年需要修40次，有多大的人力、

物力能经得起这个折腾？”

专业人才培养是需要时间的

山西是古木建筑大省，这几

年，国家拨付给山西的文保经费

在全国来说算是最多的，山西省

政府拨付的维护经费也在逐年增

加。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

间，国家文物局投入山西省文物

保护专项经费 3.6 亿元，年均 7100

余万元，山西 11 个市在文物保护

上的总投入是 1 个多亿。另国家

拨给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专

项经费 6444 万元，抢救性文物保

护设施专项资金 10029 万元。但

问题是没有专业的领导、会修的

干部和会操作的工人，就算有钱

去维修古建筑，也可能会造成无

法挽回的破坏。

柴泽俊认为，各级政府应该

从行政管理、学校专业设置等方

面加快转变，也可以考虑设立专

门的培训机构，有计划地培养古

建筑专业技术人才。

一支专业的队伍，需 要 长 时

间培养。柴泽俊建议：可以让一

个 学 校 代 培 几 批 可 以 上 岗 的 专

业古建筑技术人员，3 年培养一

批人，一个地市分配下去就是两

个 人，看 起 来 很 少，但 是 现 在 能

着手做起来，十年二十年就能解

决问题，古建筑的保护就会有很

大 改 观 。 否 则，几 十 年 之 后，山

西 木 建 筑 的 保 护 还 只 能 是 这 么

瞎嚷嚷。

柴泽俊还表示，培养人才的

关键在于传承古木建筑维修的传

统技艺。它们不是过时、落后的，

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最适合古建

筑 自 身 的 修 缮 方 法 。 比 如 应 县

木 塔 ，地 基 是 用 黄 土 夯 打 起 来

的，几千吨重，960 年了还没有下

沉 的 迹 象 。 而 现 在 钢 筋 混 凝 土

打的地基，寿命只有 80 年。用现

代方法技艺去修，现在看来光鲜

明亮，但是不到 20 年又坏了。“我

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传统技术、

传统工艺和方法需要有人继承，

也值得继承，失传的传统技术都

等待着启程。”

“山西古木构建筑失修的现

状，不是一哄而起，批评一下哪个

领导就能解决问题的，各级领导

必 须 重 视 古 建 筑 专 业 人 才 的 培

养，重视古建筑专业技师的培养，

才能将古建筑的保护真正落到实

处，把中国木建筑文化真正传承

下去。”柴泽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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