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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清明假期故宫 8万限流、周一不闭馆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

日前，记者从陕西省文物局获悉，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西安曲江

艺术博物馆在陕西省 2014 年度非

国 有 博 物 馆 运 行 评 估 中 获 得 优

秀，这也是陕西仅有的两个优秀。

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

陕西省文物局于 2015 年 8 月至 12

月组织开展了 2014 年度非国有博

物馆运行状况评估工作。经专家

评审、实地复核、国家文物局认定，

陕西省 39 家非国有博物馆在运行

评估中共有优秀等次 2 家，合格等

次 32 家，基本合格等次 3 家，不合

格等次 2 家。西安秦砖汉瓦博物

馆、富乐国际陶艺博物馆群、西安

源浩华藏博物馆等 32 家被评为合

格，陕西元阳文化博物馆等 3 家为

基本合格，陕西观止文化艺术博物

馆等 2家为不合格。此次评估结果

经全国博物馆评估委员会确认并

公布。陕西省文物局要求有关市

局和博物馆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

组织开展 2014 年度非国有博物馆

运行评估工作的通知》（文物博函

【2015】3103 号）和《非国有博物馆

运行评估规则（试行）》的要求，做

好督促整改等后续工作。

本报讯 （记者翟群）故宫博

物 院 日 前 向 观 众 发 出 清 明 假 期

的 参 观 小 贴 士 ，期 间 ，故 宫 仍 将

坚持每日 8 万游客的限流政策，

小长假第三天恰逢周一，故宫将

不闭馆，正常开放。

据悉，故宫博物院从 4 月份进

入全年的参观旺季，观众人数将比

往日有较大增长，且11∶00至14∶00为

每天参观的高峰时段，故宫提倡公

众错峰参观。清明小长假期间，

故宫博物院仍然坚持参观每日限

流 8 万人次的政策。届时，现场

售票窗口将视具体情况适时停止

售票，故宫呼吁旅行社和观众尽

量选择网上预约购票。

4月 4 日是小长假第三天，适

逢 故 宫 博 物 院 每 周 一 的 闭 馆

日。不过，故宫博物院当天不闭

馆，将照常开放。

此外，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上

有详细的开放时间、展览资讯、建

议参观路线等信息，观众可根据需

要提前做好“功课”。

为避免受到非法“一日游”揽

客人员、黑导游、无照游商等违法

人员的坑蒙拐骗，故宫提醒广大观

众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故宫

同时呼吁游客文明参观，不乱丢垃

圾、不攀爬山石、不乱刻乱画、不翻

越护栏，维护整洁有序的参观环

境，共同保护故宫文化遗产。

2014年度陕西非国有博物馆评估结果揭晓

中国文物保护原则的演变与发展
吕 舟

中国文物保护原则的发展过程反映

了人们对于保护对象认识的深化。

关于恢复古建筑的历史原貌

在我国早期的文物保护法规中，提

到了文物保护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保

存现状，二是恢复原状。对于古建筑而

言，恢复原状在我国很受重视，在日本、

韩 国 也 很 普 遍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可 以 认

为，这是东亚地区对于修复的共识。这

与东亚地区大多数从事文物建筑保护

的专业人员最初多从事建筑史研究的

学术背景有关。人们从建筑史研究的角

度把文物建筑初建时的形态视为最重要

的价值所在。

上世纪 30 年代，梁思成先生的论述

就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他在 1932 年的

文章中提到，保护可以分为“修”和“复原”

两类。破坏的部分需要修补，这毋庸置

疑；“有失原状”的应该恢复。他认为，复

原是个复杂的问题，“必须主事者对于原

物形制有绝对根据，方可施行”“否则仍非

原形，不如保存现有部分”。这对中国文

物保护产生了长远影响。

50 年代以后，随着一些重要保护项

目开始实施，修复原则变得更为清晰。

这个时期认为恢复原状是我国文物保护

的最高追求。

我国文物保护界的前辈学者余鸣谦先

生在 1957年的文章中就提到：能够复原成

统一的时代形式当然是最希望的，恰如其

分的复原将使古建筑价值大为提高。

另一位我国文物保护界的前辈祁英

涛先生认为，虽然恢复原状是维修古建

筑的最高原则，但同时它也是一项细致

而艰苦的工作，必须经过认真谨慎的研

究才能进行。

在 古 建 筑 维 修 中 有 一 个 重 要 观 念

“整旧如旧”。对此，梁先生认为文物建

筑的修缮应当保持“与其年龄相适应的

面貌”，给人“老当益壮”，而不是“返老还

童”的印象。祁先生的表述则更为清晰，

他认为，无论采取什么维修方式，最后达

到的效果，都应该让人们“对它的高龄有

一个比较准确的感觉”。

60 年代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提到，文物修缮都以恢复原状或保存现

状为原则。1982 年的《文物保护法》中，

这一表述就变得比较模糊，称之为“不改

变文物原状原则”。祁先生在他的文章

中探讨了对不改变文物原状的看法，他

认为，这个原则实质上包括了恢复原状

和保存现状两个层次。这也反映出这一

时期，文物保护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

纠结。

保护历史信息

1982 年，《威尼斯宪章》由清华大学

教授陈志华介绍到中国。《威尼斯宪章》

第十一条认为，古建筑的价值不仅在于

其初建时的价值，还取决于它在历史变

迁中的添加、去除的东西——去除和添

加的东西都是历史的痕迹，有的改动可

能都是一种价值的体现。第十二条、第

十三条认为，对于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

与整体保持和谐，又与原作有所区别。

不能随意添加，添加部分不能对建筑价

值及其周围环境有负面影响。《威尼斯宪

章》被引入之后，引发了人们对于我国原

有修缮做法的一些批评。与此同时，一

些修缮工程则开始对《威尼斯宪章》中的

主要原则进行探讨和实践。非常有代表

性的是正定广惠寺华塔的修复保护工

程。在广惠寺华塔的修缮中发现了“熙

宁（宋代年号）十年”的题记，这是古人的

“到此一游”，但它使得塔的修建历史年

代得到了很好的佐证，因此得到了保留，

其他地方则抹白处理。这种做法反映出

90 年代我国文物保护领域对于历史信息

的关注。

2000 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

二条的指向性就很清晰：文物古迹保护

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历史信息。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 2000 年，文物保护中不断强调

了保护对象一定是一种真实的物质遗

存，这些物质遗存承载了极其丰富的从

古代流传至今的历史信息。这是人们对

于文物的基本认识。文物保护的几个基

本原则：可逆性原则、可识别原则和最小

干预原则得到了强调。天津蓟县独乐寺

观音阁的修缮是实践上述保护原则的代

表性案例。独乐寺观音阁是一座辽代建

筑，在清乾隆年间为避免屋顶下垂而添

加了 8 根擎檐柱。在这次修缮中由于修

复了屋檐部分，8 根擎檐柱已经

失去了结构支撑作用，可以去

除，但最终修缮方案将其作为

建筑后期有意义的添加而被保

留了下来。在室内处理上，为

保证观音像的安全，修缮时以

现代方式增加了一些带有弹簧

的金属拉接杆等。

遗产的真实性之辩

80 年代以后是中国经济、

社会、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各

地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古建筑

重建。这个时期有一个很有意

思的现象，文物领域对于保护

原则已经讨论得很清晰了，但

是复原依旧不断出现，其中的

一个代表案例就是胡雪岩故居

的复建。

胡雪岩故居建于清同治十

一年，在胡雪岩去世后，房屋几

经辗转，大部分已灭失。1999

年，杭州市决定对胡雪岩故居

进行全面复原，其主要历史依

据是一张房产档案保存的民国

九年（1920 年）建筑师沈理源绘

制的胡雪岩故居平面实测图和

一些历史照片。

在对这一项目的讨论中，也可以看

到学术界在复原与重建问题上存在的冲

突。例如这一项目的主持人高念华先生

提出，由于中西方的古建筑在材料上的

差别，因此木结构古建筑只能作为一个

整体来修复，《威尼斯宪章》中的原则对

中国文物建筑的保护并不完全适用，不

应完全照搬。

而提到重建，就不可避免地讲到真

实性问题。在 1977 年第一版《实施保护

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就提到文

化遗产必须接受真实性检验。前面提到

文物修缮中的“四原”原则：原材料、原工

艺、原形制、原结构的修复原则，和真实

性的原则是有差异的。《操作指南》提到

“ 真 实 性 并 不 局 限 于 原 始 的 形 式 和 结

构”，这意味着建筑设计和材料应是原

物、原始结构，但又不局限于此，“它也包

括历史推移中所具有价值的改变和添

加”。这里讲到的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

物质存在，而不是采用相同品种的木材，

按照传统工艺复原这么简单。这个问题

在中国文物保护修缮实践中始终没有得

到很好的解决。

1994年在日本奈良通过的《奈良真实

性文件》引起了中国文物保护界对于真实

性的再次关注。《奈良文件》对真实性的概

念进行了重新定义。人们评论《奈良文

件》时指出，《奈良文件》提出必须在相应

的文化背景下对遗产的价值和真实性进

行评判；而《威尼斯宪章》强调的是一种普

遍的原则。《奈良文件》传入中国以后，一

些学者将真实性翻译为“原真性”，这就和

复原发生了关系，将中国文物复建的观念

注入真实性的概念。

按照这样的理论，复原的胡雪岩故

居也可以被视为文物。那么采取历史材

料，用“原工艺”拼装成的传统风格的建

筑也可以成为文物原物？显然这种观点

是不正确的。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一些地方

把发展旅游业当做保护文物的基本目

的 ，使 得 文 化 遗 产 最 具 活 力 的 部 分 发

生改变。比如江苏的荡口古镇北仓河

街 区 ，从 前 这 里 的 居 民 一 直 延 续 着 传

统 的 生 活 ，节 庆 都 会 举 行 丰 富 多 彩 的

活动。但现在政府将历史街区整体购

买之后，保留了建筑，却将当地的生活

彻 底 改 变 了 ，将 其 打 造 成 一 个 旅 游 商

业区。这种做法显然是对古镇真实性

的破坏。

因此，真实性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

展和演化的过程。最初，人们关注的是

原 物 的 真 实 性 ，之 后 加 入 了 时 间 的 要

素（时 间 过 程 赋 予 遗 产 的 价 值），并 把

真实性放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考虑以及

注重对文化传统的保护。因此保护的

目 的 是 真 实 、全 面 地 保 存 并 延 续 其 历

史 信 息 及 全 部 价 值 ；保 护 是 在 特 定 文

化 背 景 下 保 护 ，需 要 思 考 这 种 文 化 背

景对保护的影响。对于中国的文物保

护 来 说 ，需 要 思 考 中 国 文 化 在 保 护 原

则 、保 护 方 法 上 的 体 现 以 及 如 何 把 我

们的保护建立在更为理性的研究基础

之上。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

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春 回 大 地 ，旅 游 市 场 也 日 渐 回

暖，可西安碑林、汉阳陵、西安博物

院、陕历博等博物馆却先后发出招聘

讲解员的启事，在其背后是讲解员流

失的尴尬困境。这一现象不只是“博

物馆之城”西安特有，全国各地的博

物馆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缺少讲解

员的瓶颈。

要 让 文 物“ 活 ”起 来 ，博 物 馆 讲

解员的作用不可小觑。他们的工作

看 起 来 简 单 ，但 优 秀 的 讲 解 员 可 以

举一反三、追本溯源、由此及彼、讲

古论今，给冰冷的文物赋予生命，对

传 承 中 华 文 明 起 着 举 足 轻 重 的 作

用。因此，要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其“ 活 ”起 来 的 方 式 就 不 能 仅 仅 靠

嘴，更应走心。

破解博物馆讲解员“常招常新”、

流失加速的困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

首先，从“心”出发，提高讲解员

的职业认同感。博物馆讲解员要有

“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

工作干劲。因为热爱，所以卓越。只

有真正爱上讲解事业，认识到通过自

己的讲解，能将馆藏文物、遗址背后

的历史故事传递给观众，让观众身临

其境、耳目一新，才能让文物有生命，

让文化“活”起来。

其次，从“心”出发，提升讲解员

挖掘历史的能力。优秀的讲解员不

仅要能讲、会讲，而且要对历史进行

深 加 工 ，寻 找 并 演 绎 文 物 背 后 的 故

事。因此，政府部门要创新选人、用

人机制。打破“体制内、体制外”的思

维模式，摒弃“铁饭碗”的观念，剔除

“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

样 的 想 法 ，提 倡 唯 才 是 举 的 用 人 机

制，能者多劳、多劳多得。

再次，从“心”出发，弘扬志愿服

务 精 神 。 文 化 传 承 不 能 一 蹴 而 就 ，

漫漫讲解之路更需要弘扬志愿服务

精神。博物馆应加强志愿讲解员队

伍的建设，从退休人员、少先队伍、

教 师 队 伍 、文 宣 工 作 者 等 社 会 各 阶

层 广 纳 人 才 ，并 充 分 调 动 大 家 的 讲

解 积 极 性 和 志 愿 服 务 精 神 ，最 终 让

博物馆的文物真正“活”起来，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

“绿树掩映、红瓦铺陈”，这是百年青

岛老城区独有的历史风貌。而在这些红

瓦铺就的红房子建筑群落里，真正被老

青岛人称作“红房子”的却只有一座，它

就是广西路 33号、有 110岁高龄的德国医

药商店旧址。目前，这座“红房子”正在

进行抢救修复，并将被赋予新功能——

被打造成一座“水的博物馆”。

前世：
德国设计师罗克格的设计

1905 年，德国医药商店在亨利王子

路（广西路）落成，那天无论是从当时栈

桥的位置还是海滩，都能够清晰地看到

那抹耀眼的橘红，“红房子”即由此得名。

如今，经过广西路 33 号的人们又会

不经意地停下脚步：昔日清水红砖主砌

的外立面重现耀目的光泽，弧形窗楣生

动显现；最醒目的是正面正中央老虎窗

的弧形窗楣上，那块有如高脚杯杯身形

状的紫红色悬板，悬板上雕有红十字的

徽记和一根缠绕着蛇的权杖，经过除尘

处理愈发鲜活灵动。修复工程负责人李

丽霞介绍，这个起源于圣经并在西方广

为传播的标识，很可能是中国目前已知

年代最早，且仍然保留在原位置的西式

医疗徽章。它是西医传入我国的一处重

要历史见证，其存在的价值完全可以跟

这座建筑媲美。

担任“红房子”修复工程技术顾问的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朱宇华曾

先后两次参与青岛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

规划的修编，对于青岛留存的德占时期

独特的建筑和街区风貌，朱宇华情有独

钟。他说：“你仔细看，每扇窗户底下都

有用弧形的线条但是却没有巴洛克风格

的具象雕塑，都是抽象的纹路，同时又不

像现代的方盒子式建筑。这是古典向现

代的转型，设计者在尝试进行一些简化

的新创意。”朱宇华说，这种“青年风格

派”建筑在青岛的德国建筑中仍有大量

保存，而在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

本土建筑普遍遭遇战争破坏，保留在青

岛的德国“青年风格派”建筑艺术也就更

显得弥足珍贵。

今生：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抢险修复

李丽霞回忆 2014 年初进入“红房子”

时看到的情景：多面墙体受损，室内的装

饰和格局已经破坏殆尽，四层阁楼上的屋

顶和烟囱坍塌大半……自建成 110年的时

间里，这座老宅从未进行过大修。这次修

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抢险修复。

然而包括清华大学建筑研究院与建

筑文化遗产研究所专家在内的修复团队

很快就发现，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设

计图纸的缺失，从青岛到北京再到德国，

都找不到罗克格当初的建筑设计蓝图，

修复团队只能倚靠大量的历史档案图

片，和对建筑实体结构的分析进行修复，

这为修复工作增加了难度。

步入一楼的拱形大门，其中靠门的

一根立柱并未设置在与其他三根连线为

矩形的“正确”位置，而是更加向门口的

方向偏移，以便给楼上的阳台提供更有

力支撑。立柱一直延伸到地下一层。在

将所有后置的假墙和违挡拆除复原之

后，它们终于完全显露真容。

通过两段狭仄旋转的紫红色木制楼

梯进入地下一层，李丽霞透露，她有两位

同事曾经在这里办公，却从未发现过这

段隐秘楼梯的存在。这也是楼梯扶手

得以相对保存完好的原因。“在这里走

一圈儿，你就能感受到当初屋主人一丝

不苟、精益求精的初心，所有的细节处理

都是高品质的。”她透露，地下一层原本

是半地下室，因为市政道路的路面百年

间不断提升，现在成了全地下状态，即便

如此，当初地下室的窗户外面依然留有

足够空间，类似长方形的天井，可透光，

而下雨时却丝毫不积水，这一点令参加

修复的专家们叹服不已。100 年前的地

下排水设施究竟如何设置？随着图纸的

散失也只能成谜。

仰看每一楼层屋顶的房梁，与条状的

钢板交错铺就，都保留了它们初始的状

态。李丽霞说，这些木梁因为当时防潮防

蛀做得好，都尽量不更换，保持它们原有

的模样。对于地板上残留的细碎粉末，她

解释说，这应该是从屋顶木梁的缝隙中漏

下的，是 110 年前的施工人员特别在每一

层的木地板下撒下的一种三合土，具有防

潮、防蛀和隔音的效果。历经百年的粉末

已经板结，修复人员特别对其成分进行

分析化验，以期做到真正“如旧”。

而地板修复也颇费周折。整座建筑

受损、腐烂最严重的就是木制地板，且还

不是普通的地板，全部是厚 2.2 厘米、长 5

米的厚实的长木块，为此，修复人员特别

购置原木，烘干处理后再定制同样形制

的木条铺装，最后依照档案图片进行刷

漆处理。

外立面的清水红砖是最伤脑筋的环

节，李丽霞透露，整个外墙面的红砖大约

有 1/3 为新换。这 1/3 并非全部整砖更

换，而是在尽可能清理保有原砖的基础

上，将旧砖的表面粘贴上新砖切下的砖

片，再统一用聚合物砂浆处理。所以，几

乎是一块砖一块砖地修复。

还有门窗五金件的处理，也特别参照

了最初的样式，甚至重量都完全吻合。窗

户上通天销的制造，据说为了完全如旧，

要同时使用37套模具才能完成。

未来：
和你细述“水的故事”

经过修复，这处总建筑面积 1936.69

平 方 米 的 110 年 老 建 筑 终 于“ 延 年 益

寿”。但李丽霞以及修复团队的成员们

仍然感到有诸多遗憾。

比如一楼拱形大门旁的那扇窗。它

有些特别，因为其宽度、样式几乎与旁边

的大门完全相同，团队中有专家怀疑这

里最初很有可能也是一扇门。因为没有

图纸为证，也只能依照后来的图片资料

设定为窗；还有与老建筑一侧紧临的那

座大约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建筑，因为

离得太近，将老建筑的侧窗全部封死，不

但原先窗台外的铁艺装饰不见，且防雨

廊也只得封起，无法恢复最初的特色。

不过，好消息是，这处百年德式建筑

将结束长达近一年的闲置，即将被利用

成为一座水的博物馆，被暂时命名为崂

山矿泉水博物馆。参观者在这里可以获

得有关水的综合知识与实际体验，它的

基本功能包括：展示矿泉水作为液体矿

产资源的重要性，收藏和保护矿泉水的

珍贵藏品及历史资料，普及水行业最新

科技和技术，提高大众珍惜水资源及普

及健康饮水知识等。

青岛 110岁“红房子”将变身“水的博物馆”
李 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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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后的独乐寺观音阁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河北

省保定市政府获悉，位于保定市

法院东街 266 号的直隶高等审判

厅修缮工作已启动。这座建于晚

清，曾经审判过多起历史大案的

近代法院鼻祖，在明年完成修缮

后将变身为中国法制历史文化博

物馆。

始 建 于 1907 年 的 直 隶 高 等

审判厅，由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

凯筹建，是全国现存唯一的清末

地方审判机构，开创了地方行政、

司法权的分立，标志着我国从封

建司法制度向近代司法制度的蜕

变，堪称我国近代法院的鼻祖。

1935 年，直隶高等审判厅变

更为民国高等法院。新中国成立

后，刘青山、张子善等多个大案曾

在这里进行审判，在我国法制史

上具有重要意义。

现存的直隶高等审判厅旧址

建筑占地约 4300 平方米，是一座

由 南 楼 、北 楼 和 东 、西 配 楼 构 成

的环形两层建筑，四座楼相连合

围成天井院落，属于典型的中西

合璧建筑。2013 年 5 月，直隶高

等 审 判 厅 旧 址 被 列 为 第 七 批 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按照计划，整个修缮保护工

程将于明年 7 月完工。 （王 昆）

河北保定将建中国法制历史文化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