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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保护范围内却要拆除，符合重要近现代建筑标准却未入名录

谁来保护南京夫子庙的两座老建筑？
本报记者 李佳霖

翡翠女人的艺术蜕变
———许鸿飞访谈录—许鸿飞访谈录

方旭东

沈阳开始修缮东三省总督府

2012 年底，南京科举博物馆

举行了奠基仪式，随着这座备受

瞩目的博物馆的开建，位于南京

夫 子 庙 街 区 的 两 家 老 牌 电 影 院

解 放 电 影 院 和 秦 淮 剧 场 将 被 拆

除。文保人士指出，秦淮剧场和

解放电影院均位于夫子庙历史文

化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其中解

放电影院是历史建筑，秦淮剧场

为风貌建筑，而作为整个历史文

化街区风貌构成的一部分，应当

按南京市的相关管理规定实施控

制保护。

夫子庙街区
仅剩的两家老电影院

解放电影院位于贡院街84号，

于 1927年筹建，1931年建成，当时

名为“首都大戏院”，是将电影从室

外引到室内放映的中国第一批影院

之一。建成之时，“首都大戏院”共

有 1357个座位，此规模当时在全国

数一数二，而其开业之时刊发的广告

词“东方最富丽的天国，首都最堂皇

的剧场”更是将其豪华绚丽表露无

疑。此后，“首都大戏院”几经改名：

1949年南京解放后更名为“解放电影

院”；20世纪80年代末又改称“解放

艺术电影院”，专门放映具有探索

性和市场化的“大片”，曾邀著名

导演谢晋来该院与影迷互动。

如今的解放电影院尽管经过

几次升级改造，当初的富丽堂皇

已不在。此座三层建筑的正面及

背 面 的 一 楼 已 经 变 成 了 商 店 门

面，商店中间一个非常暗的楼道

直通二楼的影院。二楼和三楼外

墙体上已有一些小裂纹，但基本

保持着民国建筑原有的风貌。

2012 年底，南京科举博物馆

举行了奠基仪式，其征收范围内

的解放电影院的存留引起南京市

民的关注。12 月，南京市规划局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

表示，虽然解放电影院不是文物

保护单位，也不在重要近现代建

筑的名录之中，但是鉴于解放电

影院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在实

际操作中，规划局会有一些控制

要求。然而，年关刚过，这座 82 岁

高龄的电影院将要从南京市民的

视线中被“走你”了。据南京市电

影剧场公司负责人介绍，再过几

天，这个老牌电影院将要围挡，之

后将进行拆迁。

另一处在拆迁范围内的秦淮

剧 场 ，和 解 放 电 影 院 相 隔 约 20

米。秦淮剧场于 1945 年建成，最

早叫鸿运戏院，1952 年更名为鸿

运 剧 场 ，1957 年 改 为 遵 义 剧 场 。

秦淮剧场的名字从 1976 年开始正

式使用。在此次拆迁之前，秦淮

剧场已经经历过多次改造，其中

有几次是从里到外、改头换面的

改造。然而，这次它却没有那么

“幸运”，现在秦淮剧场已被一人

多高的铁皮围挡，一楼放映厅的

舞台已被拆得凌乱不堪。

夫子庙街区最早被拆的电影

院是位于夫子庙平江府路 11 号的

大光明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是

南京最老的电影院，于 1927 年建

成。2009 年，由于建筑本体已经

成 了 危 房 ，大 光 明 电 影 院 被 拆

掉。而如今，夫子庙的 3 家老牌电

影院将面临全体消失的危险。

在保护范围内，为何要拆？

为了解相关情况，记者先后致

电南京市规划局、秦淮区建设局等

部门，得到的答复竟出奇相似：此

事不归他们管，请询问其他单位。

在《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2012—2020）中，夫子庙

历史文化街区为南京市划定的 9

片历史文化街区之一，而其对历史

文化街区的保护措施明确规定应

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实施。在保护原则中也明确

要将20世纪遗产等纳入保护体系，

对历史文化资源“应保尽保”。

根据《南京老城南历史城区

保护规划与城市设计》和《夫子庙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保护

规划图，解放电影院是历史建筑，

秦淮剧场为风貌建筑，对历史建

筑的规划对策为修缮和修复，风

貌建筑则为修复和整治。

2010年12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

《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

十四条第一条规定，在保护范围内

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

的要求，不得损坏、擅自拆除具有保

护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

文保人士指出，此两处建筑

都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保护范

围之内，现在要将其拆除显然是

违法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教授张松认为，名城保护

和街区保护规划在法律地位上虽

然弱于《文物保护法》，但也是必

须遵守的法规文件。问题真正的

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为实施“更为

重要”的重大文化工程，自认为可

以不受法规和保护规划的约束。

“这需要相关部门的领导依法办

事。”张松说。

张松认为，两座老牌电影院

面临被拆除的事件，再次反映了

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的不重视，“这是对

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理念的错误理解导致的，即‘不

拆文保单位就不违法’。”

“重要近现代建筑”的牌子
为何多给了文保单位？

张松建议，这两处建筑应作

为“重要近现代建筑”予以保护。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文

保专家马自树认为，优秀近现代

建筑是后备的文物保护单位，在

不断延伸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具

备价值的建筑递补进来。

而据记者了解，南京市虽然

已经公布了 6 批“重要近现代建

筑”保护名录，然而纳入名录的前

4 批都是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

第一批 24 处为全国文物保护单

位，第二批 55 处为江苏省文物保

护单位，第三批、第四批共112处为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重要近现代

建筑”的挂牌只是又给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加戴了一个帽子而已，所以

出现一个文保单位一边挂着“文物

保护单位”的牌子、另一边挂着“重

要近现代建筑”牌匾的怪现象。而

第五、第六批名录中的不少建筑也

已升格为文物保护单位。

“ 这 种 属 于 叫 锦 上 添 花 嘛 ！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一位文

保人士向记者抱怨。据了解，南京

市的重要近现代建筑名单公布后，

对于历史建筑保护并没有什么特

别明显的效果，因为大部分都是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原来保护得就比

较好。而“重要近现代建筑”设立

的初衷是为保护那些没有被纳入

“文保”体系、但也拥有重要价值的

历史文化遗产。

文保单位出现在“重要近现

代 建 筑 ”名 单 中 ，这 带 来 的 最 大

弊病在于，名额被挤占，很多优秀

的近现代建筑遗产无法纳入保护

体 系 ，拆 除 起 来 自 然 也 比 较“ 方

便”。而秦淮剧场和解放电影院的

即将被拆，正是这一弊病的直接体

现。张松认为，南京的重要近现代

建筑标准定得偏高，未把这两处建

筑列入名录，但是按照《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相关

条文，它们理应列入保护名录。

据新华社消息 建于清朝

末年的东三省总督府旧址，在

成为“危楼”多年后，今年 3月开

始进行最大规模的修缮。记者

近日在位于沈阳中街的修缮现

场看到，整栋楼体外围已被脚

手架固定，覆盖了绿色保护网，

门前的石狮子和下马石也被搬

离原位。

承载着百年历史沧桑的东

三省总督府，地处沈阳故宫和

张作霖帅府之间。作为当年名

震东三省的建筑，清末官员、东

三省历任总督和张作霖、张学

良父子都曾在此办公。据沈阳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佟悦介绍，

顺治元年（1644 年）清朝迁都北

京的时候，当时留守的官员称

盛京总管。到了清末，清政府

实施所谓新政，东三省改制，改

设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并设立东三省总督，总督衙门

也设在这个地方。

据历史资料显示，这座建

筑建于清末，外部为青砖墙体，

内部为人字架木结构，上为深

红彩钢瓦房顶，建筑用料选材

考究，雕饰精良，为典型的欧式

建筑，整个建筑呈“凹”形，门前

还有对狮和上下马石。佟悦认

为，在清末“西风东渐”盛行时

期，出现了一批中西合璧的建

筑。东三省总督府的建筑形式

是 当 时 国 际 上 比 较 流 行 的 式

样，整体风格庄严、大方、新颖，

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烙印。

2004 年，东三省总督府被

列入沈阳首批不可移动文物。

但由于年代久远，虽经多次抢

救性维修也未能逃过变成“危

楼”的命运。2011 年，这栋建筑

已挂起“此处危险”的警示牌。

而今东三省总督府的修缮，将

对研讨、再现当时东北政治、经

济、文化格局起到重要作用。

（高 铭）

北京白塔寺药店将“变矮”
本报讯 京城老字号白塔

寺药店将变“矮”。为了亮出元

代古塔，这家即将 141岁的老药

店将从现在的五层降至两层。

妙应寺白塔始建于元代，

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

大 的 喇 嘛 塔 。 位 于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阜 景 街 东 端 的 白 塔 寺 药

店正处于白塔寺东侧，是一家

有 着 140 多 年 历 史 的 老 字 号

药 店 。 20 世 纪 70 年 代 末 ，白

塔 寺 药 店 原 址 翻 盖 成 一 幢 五

层的现代大楼，从此，在阜景

街上只能看到白塔的上半截。

早在 2002 年，白塔寺历史

文化区项目就被列为历史文化

保护区的危改试点，2009 年，白

塔寺药店降层被正式列为北京

市重点文保项目，但该项目一

直进展缓慢。

近日，白塔寺药店门前已

挂出搬迁提示的通知。通知显

示：为配合政府对阜景文化街

改造，白塔寺药店定于4月启动

楼体降层项目，工程施工期间，白

塔寺药店正常营业。同时该药店

中医诊所将临时搬迁至西城区

阜内大街 293 号一层，4 月 1 日

起在新址应诊。白塔寺药店相

关负责人表示，药店已经与政

府协商将削减三层，削层后再

建设一个仿古屋顶，差不多是

两 层 半 。 站 在 白 塔 寺 药 店 对

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白塔。

此外，北京市西城区将对

白 塔 寺 周 边 街 巷 进 行 整 体 保

护，提升该地区的历史风貌，使

之成为阜景（阜成门至景山）历

史文化带上一处重要的文保区

域。与此同时，西城区还将对

阜景街的商业业态进行调整。

来自什刹海阜景街建设指挥部

的消息称，西城区将在今年启

动白塔寺阜景街业态调整目录

的编制工作，摸清现有家底，再

引导产业升级。 （文 静）

许鸿飞的雕塑很引人注目，

不仅因为他颠覆了目前公共雕塑

的流行样式，也因为他有效地把

现代都市现成的公共空间和雕塑

的叙事性结合起来。隐藏在通俗

的叙事性后面深刻的艺术性和紧

迫的现实思考，为公共艺术的创

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首 先 是 艺 术 性 的 语 言 。“ 肥

女”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的来源，而

是现代雕塑的语言探索。对于许

鸿飞来说，一个运动中的形体，苗

条也好，肥胖也好，关键在于体积

与空间的关系，比如马约尔的雕

塑，一个沉重健壮的形体在特有

的作用下，可以在空气中漂浮。

许鸿飞的“肥女”可以理解为特有

的形式，他打破了对于优美的联

想，利用躯干与四肢的组合关系，

使拙于运动的“肥胖”运动起来。

许鸿飞没有处在一个现代主

义 的 时 代 。 突 破 学 院 主 义 的 限

制，追求个人风格，只是他的艺术

追求的一部分。现代的艺术语言

在后现代主义条件下必须服从于

现实的需要，形式的创造要有现

实的依托。厚重膨胀的体积找到

了“肥女”的形象，“肥女”又转化

为“村姑”。许鸿飞的运动打破了

惯例，或者是体育运动的惯例，他

表现的“肥女”让不可能运动的身

体运动起来。当肥胖定位于“肥

女”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独特性才

找到了逻辑的合理性。许鸿飞的

雕塑对农民进行了夸张，突出了

体魄的特征，如同马约尔的农妇

一样，本来是为形式的创造寻找

现实的依托，但形式一旦进入具

象，形象就不受形式的控制，就会

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许鸿飞

很清楚这一点，他不是让农妇孤

立地存在，他不仅把她与运动的

题材结合起来，实现体积与运动

的形式表现，同时还注入现实的

规定，直接挪用现成品，把她带入

现实生活之中。到了后现代，艺

术回归隐藏，在真实的环境和客

体中，感受生活本身。许鸿飞的

雕塑就有这样的意义。

从现代主义开始，都市化就

被作为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传统

的 乡 村 被 迫 进 入 都 市 化 的 进 程

中，这种关系是对立的、强制的，

甚至是悲剧性的。许鸿飞无疑看

到了这种对立，他将不协调的关

系结合在一起，极尽幽默和夸张，

达到了出人意外的统一。“肥胖”

假定为农妇的身体特征，再转换

为农民的所指，它与都市生活的

标志结合起来，如体育、音乐、客

厅等，就不是一般的都市，而是具

有典型中产阶级的“闲遐”生活的

标志。对许鸿飞来说，室内的雕

塑可能是都市化的暗示，我们可

以做形式的分析、题材的识别和

主题的联想，但他的雕塑一旦进

入室外的空间，直接置身于都市

的环境，即使是同一件作品，意义

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都市环境

作为巨大的现成品，被挪用为“肥

女”的所指，也就对其意义做了直

接 的 规 定 ，它 会 挑 战 公 众 关 于

“美”的意识，健壮、体魄、活力这

些与劳动相联系的概念，是对那

些无病呻吟的小资情调的挖苦与

讽刺，也是对都市人的缺失有意

的提醒。它也挑战了公共艺术的

观念，它不是作为唯美的装饰，也

不是长官意志的趣味，它更像平

实的叙事，告诉人们生活的变化，

告诉你正在身边发生的事情，当

然是以许鸿飞特有的方式。我们

面对他的作品，不会有历史进程

的压力，不会有社会分裂的苦涩，

我们会在幽默的相遇中感到惊喜

与欣然，事过之后才会有反思与

遐想。“稳似泰山共携手，陶然一

笑友情深。”她们的今天可能是我

们的昨天，而且我们还会一起走

向明天。

许鸿飞的艺术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并不是在时间和空间上

截然的分割，它重叠在一起，从形

式到主题，从艺术殿堂到乡村，从

乡村到都市，从现代到后现代，从

遥远的艺术召唤到现实的生存处

境，我们也遭受了重叠的感受。

如 果 我 们 在 大 街 上 相 遇 他 的 作

品，也会觉得惊喜和好玩。如果

你再驻足观看一下，便会感到难

言的深刻和隐喻，因为他确实隐

藏了一些东西在作品后面。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方旭东：回顾你之前的雕塑

艺术创作之路，我觉得你的成功

在于你没有定格自己，反而不断

求 变 。 2008 年 你 创 作 了 反 映 抗

击冰灾的《九天九夜》，表现出了

你学院派的扎实功底，写实造型

能力炉火纯青。如果说《九天九

夜》是因为结合了公共事件与公

共情绪而获得了成功，那么你随

后的《雕塑·连南·许鸿飞》就是一

次艺术上的升华了，因为那次是

纯粹的行为艺术。那一年你无可

争 议 地 成 为 了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界

的要角，获得了许多的关注，对于

往后的艺术走向是否有感觉到压

力呢？

许鸿飞：压 力 是 一 定 有 的 。

也就是在那一年即 2008 年，黄永

玉老先生给我题赠了“到此已穷

千 里 目 ，谁 知 才 上 一 层 楼 ”的 词

句。黄永玉在我的艺术之路上扮

演着亦师亦友的角色，给了我很

多的启发和鼓励。2011 年，他又

题赠了“蛇唔蜕壳死梗”的词句给

我，可以说是代表了他对我的指

点 和 期 望 。 因 此 我 必 须 放 宽 思

维，勇于尝试别人不曾用过的材

料来激发创作的火花。

方旭东：艺术家对材料是很

敏感的，材料往往表达了艺术家

的艺术观点。你用翡翠进行雕塑

艺术创作创造了先河。

许鸿飞：材料的探索的确引

起我很大的兴趣，但是如果不广

泛地熟悉了解材料，熟悉雕塑中

各种材料的应用情况，很容易走

弯路，或者故步自封。从 1990 年

开始我常到欧洲考察，发现我用

过的材料和手法别人早已经用过

了。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都已经

被人挖掘殆尽，而后现代的从实

体转向空间的、观念性的雕塑等

玩法也被别人提前“玩”过了。我

有很大的危机感。打破艺术作品

的形式界限，让作品有更多思想

力，成为我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方旭东：所以说材料和艺术

家之间能够相互发现、相互选择

和相互成就。

许鸿飞：我 同 意 你 的 观 点 。

我把目光转向翡翠非常偶然。有

次朋友拿了一块翡翠原石给我欣

赏，翡翠的色泽和质感立刻激起

了我的灵感，让从来没有利用过

翡翠的我顿时有了一种强烈的尝

试欲望。我认为，艺术只有作为

一种体验和实践才是艺术家追求

的方向。有了这些想法，我就立

刻开始行动起来，亲自到东南亚

考察，选取石材，并采购了一批适

合 于 做 雕 塑 作 品 的 翡 翠 原 石 回

来，开始了我的实践。

方旭东：翡翠作为玉的一种，

确实很有它的特点。中国人自古

就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

它外表温和、柔软，内里却又坚硬

无比，成为了君子美德的象征，又

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深深

地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里。

许鸿飞：对，更重要的是翡翠

作 为 玉 中 颜 色 最 富 于 变 化 的 一

种，非常适合于艺术创作。翡翠

的颜色与自然界极为协调，代表

着万物的生机勃勃与青春活力。

雕塑不同于绘画，它对于色彩从

来是力不从心的，很难同时做到

材 质、颜 色 与 题 材 三 者 相 统 一 。

但是用翡翠做雕塑后，我发现翡

翠在抛光后呈现出多样的色彩，

有白色、紫色、宝蓝色、浅绿色、墨

绿色等，多彩翡翠改变了雕塑原

材料色调单一的问题，也大大改

变了观众的鉴赏情趣。

方旭东：用翡翠做雕塑是冒

险 的 。 做 工 艺 品 的 人 不 会 做 雕

塑，做雕塑的人觉得翡翠太过于

昂贵且不好把握。翡翠的价格昂

贵，没有雄厚的财力很难支撑艺

术家去选择这样的材料。没有收

藏或购买流通，艺术品就成为积

压 ，这 也 是 很 多 雕 塑 家 所 顾 虑

的。相信你也有过这种顾虑吧？

许鸿飞：有过。用翡翠做雕

塑无疑可以带来新的视觉感受，

但这种艺术创作又十分冒险。但

是我决定挑战自己，更挑战雕刻

艺术的限制。孔子有句话说“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我想我当时就

是这样的心态。

方旭东：而实践证明你这次

的冒险尝试获得了成功，翡女人

不仅没有让你造成经济上的巨大

损失，反而赢得了市场的青睐。

许鸿飞：是的，因为翡翠本来

就具有内敛、慧心的气质，稀少的

翡 翠 本 来 就 是 人 们 眼 中 的 奢 侈

品，如果赋予了翡翠艺术性，又会

比作为饰品或工艺品的翡翠更具

有收藏价值。其实翡女人的受欢

迎程度也出乎我的意料，早在我

的翡翠雕塑作品还在做模型的阶

段，它们已经被人订购了。

方旭东：那也是因为翡翠与

肥女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点，

而你把这个契合点发现了，并重

塑在世人眼前。

许鸿飞：说翡翠跟翡女人系

列是“绝配”也实在不为过。翡翠

与肥女人系列的情感契合点就是

“极致”。肥女人创造了翡翠的新

式样，而又是肥女人才能唤醒翡

翠内在的那份原始而又自然、迷

人的内涵，使翡女人融入了时光

雕刻出来的静谧，和岁月沉淀下

来的奢华。

（作者为广东美术馆创作院

副院长、广东美协策划委员会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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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电影院门外。这里曾经是南京城南最火爆的影院，现在站在

门外甚至连是不是“电影院”都辨别不出。

黄永玉（右）观看许鸿飞展览

武 术 冠

军梁超群（左

后 一）、世 界

跳 水 冠 军 余

卓 成（ 左 后

二）、两 次 奥

运 射 击 冠 军

杨凌（右一）、

奥 运 跳 水 冠

军孙淑伟（右

二）观看许鸿

飞（左 前 一）

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