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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家住陕西西安的居士李静
在QQ群里发了一组兴教寺的照片，那是
她平时拍下来的。她说恐怕要变成绝版
了。“不舍、痛惜”是她发帖时的心情。那一
天，有媒体刊文指出，除兴教寺塔（玄奘塔、
窥基塔、圆测塔）外，整个兴教寺将被拆除，
而拆除的理由是申遗需要，并暗指商业开
发将把这里变成“第二个法门小镇”。

居士、游客、媒体都涌向寺院

“从昨天开始，这两天来的人是平时
的好几倍。”4月11日，在刻有“护国兴教
寺”几个大字的山门右侧售票室内，一位
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除法会期间外，平
时每天前来的游客也就百八十人。现在
听说这里要拆，一下子来了好多人。”

“那个斋堂，2010年开建的时候，我
们大家都捐资出力了。现在要拆，心里
难以割舍。”来自陕西咸阳的宽裕居士指
着位于闻慧堂一侧的能容纳600人用膳的
两层建筑对记者说。最近一段时间，宽裕
居士恰巧住在寺中，这两天他便帮忙在闻
慧堂接待媒体记者及所有远道而来的热
心人。“今天上午，就有中央电视台、东方卫
视等多路媒体记者前来采访，负责回答提
问的宽树法师几乎得不到休息。”而据寺
院方面介绍，这个挂有“兴教寺联络办公
室”牌子的闻慧堂也在拆除之列。

“在网上看到这里将被拆掉的消息，
我们今天一大早就大老远从城北赶了过
来。我感觉这里是西安现存最有寺庙感
觉的寺院了，幽静，远离尘世。”在寺院藏

经楼前，几位坐在石凳上休息的游客这
样对记者说。兴教寺位于长安区杜曲镇
少陵原畔，南距西安市中心约 30 公里，
相对偏远，山下公路上车流稀少，只有一
路中巴车设站于此。“如果被商业开发
了，清净就难寻了！”一位游客指着藏经
楼前“青砖黛瓦现在清静法身”的楹联这
样说，而他身后立于 2002 年的“中日友
好石书心经光明塔”作为现代建筑，按照
规划是要被拆除的。

家在西安市长安区的张师傅手持摄像
机在寺院里拍了将近一天的时间，他不是
记者，也不是佛教信奉者，只是觉得这里长
时间、自然形成的历史格局，应当保留下
来，而他所能做的仅仅是用镜头来记录。

除前往的热心人士外，网络上对埋
有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灵骨的兴教寺的关
注热情同样高涨。微博上开展了“求保
护”的接力，有网友大呼“悟空快来救师
父”。4月10日晚，曾在电视剧中扮演孙
悟空的六小龄童称：“我的佛友宽池法师
作为寺院住持阻止无效，网民们都在呼
吁我给予关注。事关重大，我作为一个
演员真诚地希望国家宗教局等有关机构
及领导出面协调。”

寺院：“塔、佛、法、僧”不可分离

“大殿等是不拆的。”宽裕居士告诉
记者。记者了解到，要保留的并非只是
原先有媒体报道的三座塔。实际上，到
底拆多拆少，还在争论之中，拆迁工作也
没有开始。

兴教寺监寺宽树法师向记者介绍：
“根据拆迁通知，要拆除寺院西边僧人生
活区（兴慈楼、僧寮、卫生间、浴室）以及
塔后三藏院的两边陪殿和垂花门，只剩
下大遍觉堂，但要改为陈列室；中院要拆
除东西方丈室、斋堂和灶房，以及闻慧
堂；东院拆除禅堂。”而在4月11日西安
市文物局发布的《兴教寺申遗相关情况
说明》一文所配图示中，红色的要拆除部
分并不包括闻慧堂及禅堂。该文在结尾
处明确表示，对于新建的、体量过大、与
兴教寺塔环境风貌不协调的建筑，“按照
保护规划要求，与寺院达成一致意见拆
除后，在西纬村重新选址、规划，以保障
僧众生活及宗教活动的有序进行”。

不过，兴教寺方面还是起草好了一
份名为《关于退出申遗工作的报告》，将
正式提交西安市长安区民族宗教事务
局。记者在该报告中看到，“如拆除斋
堂、僧寮，僧人将失去食宿的基本生活保
障”。宽树法师表示，自建寺 1000 多年
来，虽有凋敝之时，但这里一直有僧人护
塔护寺。玄奘塔既是宗教文物，也是佛
教徒心中的圣地。塔奉舍利，如尊亲在，
塔、佛、法、僧是四位一体的。“如让僧团
都住在山下，与塔、佛分离，将是灵魂与
身躯的分开，寺院也将失去佛教的象
征。”宽树法师说。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
吴必虎表示，问题在于把僧人与他们所
居住的寺院和塔生硬地隔离开来，这也
是文物部门和宗教部门之间的一对矛

盾，应该协调。宽树法师告诉记者，他们
的最低要求是，以山门为中轴线，以100
米宽为标尺向山下延伸至公路，将这一
片狭长地带划给寺院用于建设，从而做
到塔、佛、法、僧四位一体不分离。

西安市文物局：不涉及古建筑

在西安市文物局发布的《兴教寺申
遗相关情况说明》中，对拟拆除的建筑有
较为详细的说明。情况说明称，此次拆
除的是新建的兴慈楼、方丈楼、斋堂、僧
舍等，不涉及古建筑。

情况说明称，按照申遗管理规划，兴
教寺院内玄奘塔、窥基塔、圆测塔等建筑
承载了兴教寺塔申遗主体信息，要加强
保护管理和科学维护；山门、钟鼓楼、大
雄宝殿、藏经楼等古建筑充分体现了寺
院的基本格局、建筑风格，生动地反映了
玄奘塔、窥基塔、圆测塔等建筑物与当地
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要加大
保护与维修力度，以保证塔和寺院发展
的基本历史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法
堂、照心楼、卧佛殿及东西厢房等新建筑
作为现寺院基本格局的组成部分予以保
留，并结合传统工艺、材料、技术加以妥善
维护。三藏纪念堂将因遗产展示需求，
予以保留。新建的禅堂，因所处位置、建
筑体量及风格不影响塔、寺院整体风貌，
考虑到僧众宗教活动需要，予以保留。

“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有效
的管理、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支持等是世
界遗产申报的基本要求，兴教寺的申遗
工作将在充分尊重寺院意愿的前提下进
行。”西安市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专家：
即便不申遗，违章建筑也不能有

“说这些都是违法建筑，我们很不认
同。”雁翔法师在三藏院里对记者说，“从
2002年开建，十方信众花了5年时间、投
入了 300 万元建成三藏院，中间没人干
涉过，之前我们也向文物部门提交过报
告，但一直没有批复。”

“斋堂以前都有，只不过以前的太
小，拆掉旧的建了一个更大的，怎么就成
违章建筑了？”寺院里的一位居士说。

记者了解到，几年前，寺院方曾与文
物部门就此类“违法”建筑的命运对簿公
堂。经相关政府部门的调解，最后的处
理结果是寺院交了几万元的罚款，这件

事就不了了之了。“走过司法程序，这在
事实上就已经确定了建筑的合法性。”宽
树法师表示。长安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
长张宁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证实，确
有双方打官司之事。他当时还未到事务
局担任局长，他认为违法建筑虽未拆，但
并不能代表其合法地位的确立。

对于寺内现存的未经程序批准的违
章建筑（建筑面积6377平方米），包括长
44米、宽12米、高13米的新建斋堂，丝路
申遗申报文本编制总负责人、中国历史
建筑研究所所长陈同滨认为，它们的存
在对玄奘墓塔形成围合之势，严重影响
了兴教寺墓塔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等
价值要素。即便不申遗，在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内也不允许存在。如今的状
况，只能说明当时相关政府部门未能依
法办事，消极作为。她明确表示，据此声
称“国保单位在申遗旗号下被蚕食”，这
与事实不符。

丝路申遗文本编制负责人：
不存在商业开发

针对4月10日有媒体报道指责“曲
江系”是这次拆迁及商业开发背后的推
手，当日及第二天，西安曲江方面多次表
明，曲江新区及其所属企业未参与兴教
寺保护及改造的任何工作。对此，陈同
滨也表示：“整个过程不涉及任何房地产
公司和开发项目。”她说，兴教寺从列入
申遗名单起，就已经将商业行为屏蔽在
外。申遗成功与否，要由国际组织决
定。不管结果如何，申遗过程就是一个
加强遗产保护、提升管理水平的过程，寺
院因此获得的发展前景也远胜于现状。

11日晚，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刊登
消息称：“已要求陕西省宗教局实地调查

了解情况，协调当地有关部门听取包括
佛教界在内的各方意见，依照相关法规
和政策规定妥善处理。”12日，中国佛教
协会在其官网发文指出，在未征得兴教
寺僧团同意的情况下，拆除寺院建筑，严
重违反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侵犯了佛
教界的合法权益。此外，兴教寺是国务
院批准公布的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
其宗教活动场所的属性除国务院同意
外，不得变更。

张宁向记者表示，从一开始，有关报
道就被个别媒体记者罔顾事实、片面夸
大了。实际上要拆除的建筑都不是文
物，也不涉及古建筑，面积也仅仅占总面
积的四分之一多些。另外，这根本谈不
上什么强拆，沟通的渠道也一直畅通。
只要寺院方面不同意方案，是不会动兴
教寺一砖一瓦的。

兴教寺住持宽池法师表示，如不拆
除寺庙的建筑，兴教寺大力支持申遗，否
则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怎么申遗？
只能选择退出。不过，一位文物部门的
领导告诉记者：申遗已不是个别单位、地
方政府的事情。目前，兴教寺塔作为丝
绸之路申遗点之一，已由我国政府联合
其他国家正式提交联合国，考察计划已
经确定，怎能想退就退呢？陈同滨也表
示，退出之路渺茫。

宽树法师感谢各界的关心，他说，与
之前相关方面前来考察时的强硬态度相
比，他更加相信兴教寺拆迁及申遗之事
会得到妥善解决。他说，“申报世界遗产
工作是关乎全市人民的一件大事，但本
寺的现状与申遗要求有一定的差距，我
们也不愿拖了联合申遗的后腿。”

（本报驻陕西记者赵建兰对此文亦
有贡献，图片除特别说明外均由秦毅摄。）

连日来，山东济南“万人坑”遗址纪念碑失而
复现的消息引发热议。社会各界在对纪念碑失
踪一事表示愤慨的同时，更对“万人坑”遗址未被
有效保护感到不解。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记
者近日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

纪念碑被盗还是被挪走？

“万人坑”遗址纪念碑风波起于济南当地媒
体的一篇报道。4月9日，济南某报刊发了题为

《“万人坑”遗址纪念碑失去踪影》的文章，文中指
出：“当日（今年清明节）中午，从日本远道而来的
赎罪人如约到达。但这一次，赎罪人发现了一个
令人不解的变化：‘万人坑’的石碑不见了。”

记者查阅相关文史资料后发现，1940 年秋
天，日军挖坑造墙，在济南市西郊琵琶山修筑
堡垒，建起一个杀人基地。1940 至 1945 年，日
军在此大肆屠杀抗日军民，杀人手段极其残暴，
留下人间地狱般的“万人坑”。1952 年，济南市
试验机厂兴建，“万人坑”被纳入厂区，在遗址立
起纪念石碑。1990 年，济南市试验机厂扩建办
公楼，挖掘出大批遇害者遗骸，在琵琶山南麓
立了块新碑。此次失踪的是立在“万人坑”原
址的旧石碑。

据该报报道，今年清明节当日，在失踪的纪
念石碑处，日本老兵点燃了一炷香，插在石碑原
本的位置，长久叩拜，大半天没有起身。

就在4月9日当天，有媒体前往“万人坑”遗
址调查时，却发现“万人坑”遗址纪念碑重新出
现，“土色还很新”。

济南试金集团（前身是济南市试验机厂）办
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遗址碑并没有失
踪，一直在办公大楼前面的花坛里，因为花坛土
质比较疏松，再加上日常疏于管理，遗址碑倒在
土里，久而久之就被土掩埋住了。日本人来遗址
碑处祭奠，当然找不到碑了。后来，济南试金集
团又找人把遗址碑挖出来，重新竖了起来。

“万人坑”遗址要建楼盘？

上述报道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万人
坑”遗址将很快开发成商住。报道中说：“（济南
试金集团）门卫说：‘开发商要求给石碑挪个地
方，他（门卫）就把那块碑埋在下面了’。”

济南市试验机厂1952年建厂，是一家国有企

业，厂区土地是国家划拨用地。2003年，一家民
营企业兼并试验机厂，试验机厂的原有资产重
组，厂区土地使用权转手，土地性质是出让用地，

“万人坑”遗址也在其中。据原济南市试验机厂
副总经理徐玉泉说，早在前几年，实施兼并的企
业拿到了审批，土地规划改成了商住用地，“万人
坑”并没有特别标注，也被纳入了整个土地规划
中。随后，企业开始自行寻找开发商。截至目
前，项目已经基本谈成了。

徐玉泉曾对媒体承认，石碑的失踪确与开发
项目有关，按照目前的规划，“万人坑”遗址会建
成住宅，沿街有门头房，一楼、二楼会建成商店，
其他都是高层建筑，“谈合作的时候，人家看碑子
在这，觉得不大合适。”

“万人坑”遗址真的要开发成商住？4 月 10
日，记者联系了济南市规划局。该局有关人士
向记者明确表示，原济南市试验机厂的土地用
途总体规划是居住用地，但目前没有开发商联

系他们，也就是说关于琵琶山“万人坑”遗址新
建楼盘等网上信息基本属于人为杜撰或者凭
空猜测。济南市规划局一位张姓工作人员向
记者证实，在济南市的大规划格局中，原济南
试验机厂及周边地区被规划为“以居住用地为
主”；网上消息称该土地被规划为居住用地的
表述并不准确。

纪念碑是否属于文物？

原济南市试验机厂的一位负责人曾向媒体
透露，在媒体报道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万人
坑”遗址归哪个部门管。这位负责人说，除了每
年清明赎罪人来祭扫，这处“万人坑”一向少人
问津。

此前，有部分网民质疑“万人坑”遗址应属
于文物，该得到保护。不过，济南市文物局相
关人士表示，“万人坑”遗址并不属于什么文物

古迹，当地任何文物古迹的明细单都不包括
“万人坑”遗址。

“‘万人坑’不属于文物古迹，但那里早就是
‘济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呀。”部分济南当地市
民对自己说，这些年，很多人在那里寄托哀思，铭
记国耻，甚至还有一些当年残杀中国人的日本老
兵千里迢迢到那里“赎罪”，“万人坑”纪念碑的存
在意义很大。

山东省政协常委邓相超则表示，像“万人坑”
这类历史遗迹在山东乃至全国还有很多，它们虽
然不是文物，但仍有重要的纪念价值。在对城市
规划发展时，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历史遗址的保护
力度，对现有的历史遗址要归类整理，并给每个
历史遗址挂上标牌。

也有专家指出，保护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遗
迹需要系统梳理，统筹规划，更需要社会各方提
高对这类遗迹的重视程度。留住遗迹，也就留住
了历史。

西安兴教寺的拆迁迷雾西安兴教寺的拆迁迷雾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 毅 记者 刘修兵

济南“万人坑”纪念碑风波调查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实习记者 和树泉

院内正殿。据宽树法师介绍，殿前的一对石狮及民国时期
的功德碑将不再保留。他担忧大殿的功能将会改变。

如果变成陈列室，三藏院内的大遍觉堂里的佛
事活动将不会再有。

西安市文物局4月11日公布的兴教寺拆除示意图，红色代表要拆
除部分。 （西安市文物局供图）

一位僧人告诉记者，他手指的那里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将被拆掉。

该项目2006年启动。2011年12月27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三国共同签署了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备忘录，确定了“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
山廊道的路网”的项目名称。2012年7月，兴教寺作为佛教传播史上著名人
物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舍利墓塔，因见证了玄奘法师经丝绸之路西行取经
的历史事件，反映了唯识宗对东亚佛教发展的影响，同汉长安城未央宫遗
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等 5 处遗产点被国家文物局列入

“丝绸之路中国段首批申遗名单”。

相关链接

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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