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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建筑保护理念发展脉络——

从“复旧”到“复韵”
■ 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

登上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眼
前豁然开朗，洞庭湖的美景尽收眼
底，远处青山如黛，连绵起伏，与近
处的湖水相映成趣，宛如一幅水墨
画。此情此景，让我们不由得想起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
记》，想起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增
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的故事。

恍惚间，我们似乎以为滕子京
便站在我们今天所站的岳阳楼
上。但历史提醒我们，并非如此，
岳阳楼有史可查的重修多达30余
次。今天我们所见的岳阳楼，它的
一砖一瓦与当年范仲淹所描述的
岳阳楼都不复相同。形虽不存，但
其意仍在，所以我们仍能从今天的
岳阳楼中体会到《岳阳楼记》所承
载的文化内涵。这体现了中国古
代建筑遗产保护的一个理念：重意
不重形。

当然，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
义上的古建筑保护，这与中国文化
的特点紧密关联。中国近代建筑
大师梁思成曾在《为什么研究中国
建筑》一文中写道：“我国各代素无
客观鉴赏前人建筑的习惯……重
修古建，均以本时代手法，擅易其
形式内容，不为古物原来面目着
想。寺观均在名义上，保留其创始
时代，其中殿宇实物，则多任意改
观。”

这既是文化的因素，也与中国
古代建筑选用的材料相关。中国
古代建筑以木构架为主体，木材容
易腐坏，木构架的房屋几乎每代人
都得重修一次。而重修庙宇、祠
堂、宫殿往往是值得称颂之事，被
用以展现德行、功绩。这些重修，
不会刻意仿古，而是依据当时的技
艺和材料进行，更在意的是传承古
建筑的意，而非形。所以今天我们
走进岳阳楼景区，能看到历代的岳
阳楼模型，它们形制不一。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全然
没有保护建筑的观念。正因为砖
木结构的建筑容易损坏，因而历代
都有针对建筑物的预防性修缮，在
宋代，已有专人负责修城墙，他们
叫“牢城”或“壮城”。到了元代，都
城的士兵们除了打仗，还要定期检
查和维修城墙。明清时期，更是有
了固定的检查和修缮制度，叫“岁
修”。在民间，老百姓也有维护自
家房子的习惯，比如“捉漏”就是维
修漏雨的地方。但这些做法更多
的是为了保持建筑的实用与美观，
与现代古建筑保护的出发点截然
不同。

全国古建
修复案例

一栋老建筑，一片老街区，就如同一部城市记忆大书，历经岁月涤荡，刻录生活痕迹，
古老的文脉融入日常、传承发展，在新时代获得了更加隽永的生命力。

但古建筑的保护并非易事，而是任重道远，千百年来，一代代有志者投身于此，为我们
留下了民族文化的印章，也使古建筑保护的理念不断更新。回顾这些理念的发展脉络，可
以让我们对如何看待古建筑保护，如何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有更多审慎的思考。

千篇一律的仿古砖、仿古墙，炫酷
的“声光电”技术，流水的游客铁打的小
吃街……近年来，各式古城、古镇、古村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些地方只有
仿古建筑，没有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

进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
蛮力破坏、风雨侵蚀，都已不是古建筑
保护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关键在于如
何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比如“拆
旧建新”与“原貌保留”的冲突，“改善
生活需求”与“原真性保护”的矛盾，

“形式修缮”与“内涵挖掘”的平衡，这
既是历史与现实的冲突，也是现在与
未来的矛盾。

早在1992年召开的全国文物工
作会议上，我国就明确了“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的方针，确定了以“保”为先
的文物工作原则。但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这一原则也开始存在争议。不
少人认为，单独的重要文物可以这样
保护，但对于嵌入百姓生活的古街道、
老宅、古道等，单纯进行保护或者说

“只讲保护、不讲利用”让人难以接受。
实际上，2019年国家文物局发布

的《文物建筑开放利用案例指南》已提
出：“建筑物的使用有利于延续建筑的寿
命，应继续使用它们，但使用的功能必须
以尊重建筑的历史和艺术特征为前提。”

回到海南的骑楼建筑探讨这一问
题，10多年前，历经百年风雨的海口骑
楼建筑破损严重，个别甚至已经坍塌。
如果按照“修旧如旧”的保护理念，得了
解究竟哪一种状态才是旧？破旧甚至
坍塌的状态是旧，还是百年前车马往
来、商业繁华的街头景象才是旧？

早在20世纪90年代，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常青就带着
学生在骑楼老街开展测绘研究。后
来，常青领衔的规划设计团队经过细
致调查、专业分析，最终确定了“修旧
如故”的整体规划思路，其中的“故”不
仅指建筑，也指商业氛围。

常青团队根据600多栋骑楼的不
同现状，分类分级施策，具体包括保存
式、恢复式、再生式3种修缮方式。这
种修缮思路，既能整体延续骑楼老街
原有风貌，又能让现代商业和生活模
式在老街里“扎根”，不让老街变成一
个古迹摆设场。

无论古建筑的保护如何“立新”，
都不能空有“形”的重塑，而无“魂”的
传承。在对古建筑进行开发利用时，
要审慎评估、科学论证，在尊重每一位
身处其中的居民的同时，最大限度保
留其历史感和文化味，因为这才是古
建筑的灵魂。

（本文参考书目：林佳、王其亨著
《中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
薛林平著《建筑遗产保护概论》等）

任何思想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先进
的思想也反过来推动时代的发展。古建
筑保护的理念亦是如此。如19世纪的欧
洲，工业革命带来巨大的技术变革，推动
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也促进了各种思想流
派的产生与发展，在古建筑保护领域，就
产生了“修复”“反修复”“文献性修复”“历
史性修复”等各种思想，奠定了现代古建
筑保护理念的基础。

清朝末年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
期，受西方思想影响，国内一批知识分子
首先进行了反思，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重
要性。如梁启超于1901年提出“保存国
粹”，强调“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取
旧学磨洗而光大之”。

另外，清末民初战乱频发，大量皇家
建筑、陵寝、园林、寺庙因无人管理和维
护，遭到劫掠和破坏，大量文物流失，保护
文物和古建筑成了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
急迫问题。

不少知识分子积极探寻解决之道，如
康有为较早就文物和古建筑保护问题表
达了自己的见解。他建议加强对文物价
值的挖掘和理解；保护可移动和不可移动
文物；建立国家保护体制、保护组织；开展
文物调查、登记及保护；建立国家博物馆
系统等。在古建筑保护方面，他提倡建立
保护机构、及时修葺及日常维护、开放供
人参观或开辟为博物馆、旅游利用与保护
相结合。其中许多理念和方法在今天看
来仍有可取之处。

另有清光绪年间举人、《中国建筑史》
作者乐嘉藻就中国古建筑保护提出了自
己的观点。乐嘉藻虽是传统文人，但对建
筑兴趣浓厚，其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
《中国建筑史》是中国第一部建筑史著
作。他认为古建筑的保存应该包括“物质
上之保存”和“学问上之保存”。

所谓“学问上之保存”，就是进行测
量、摄影、绘图、制作模型，并制作成书册
发行让世人得以了解。最为难得的是，他
提出建筑物本体的修缮，应“修补残破，形
式彩色仍复旧观”。他所说的“复旧观”，
已超脱传统修缮理念中“焕然一新”的思
路，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结合外来文化后，
对古建筑保护的一次创新思考。

“修旧如旧”的理念直到今天仍在广
泛运用。2013年“4·20”芦山地震，让四
川省眉山市三苏祠的古建筑群严重受损，
2013年8月，三苏祠开始闭馆维修。维
修人员本着“以旧修旧”的原则，寻找同类
原材料对破损之处进行修缮，以最大限度
恢复建筑原貌，有些木料甚至选用的是百
年以上的老料。江苏省南京市九条巷的
曾公祠，是一座建于1891年的清代祠堂，
其牌楼一度出现倾斜。2019年进行修缮
时，为达到“如旧”的效果，施工人员拆卸
了牌楼上的近4000块砖细并一一予以编
号，修好倾斜部位后再一一归位、复原。

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以
现代治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营造技
术，并逐渐提出了修缮原则，其一改因

“重意轻形”以致随意改动的传统做
法，更强调建筑本体的安全性与美学。

后来，梁思成等学者对国内的古
建筑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测绘，提出了
更为全面的古建筑保护思想与做法，
包括开展民众教育、立法、培养专业人
才等。

但梁思成对古建筑保护的整体性
思考，更多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如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共
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
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由于历
史原因这一方案后来没有施行。又如
在关于拆除北京市内牌楼的争论中，梁
思成强调要超脱于单一的建筑物视角，
从城市的尺度看待古建筑的保护。他
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
老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
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
道变成了有序、丰富的空间。

“一切建筑都不是脱离了环境而
孤立存在的东西，它们莫不对环境发
生一定影响。”这是20世纪60年代，梁
思成在《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
一文中阐述的建筑与环境的关系。他
还给出了相应的建议，认为除了让文
物建筑有足够的范围以便于保管，还
要考虑观赏的距离和角度问题。“范围
不可太小，必须给观赏者可以从至少
一个角度或两三个角度看见建筑物全
貌的足够距离。”他的这种整体保护的
理念很快被国内文博界接受。

1964年，历史建筑保护领域里程
碑式的文件《威尼斯宪章》出台，它同
样强调了古建筑保护的环境因素。
1987年形成的《华盛顿宪章》作为《威
尼斯宪章》的补充，进一步扩大了历史
古迹保护的概念和内容，提出了“历史
城镇”“历史城区”的概念，认为环境是
古建筑真实性的一部分，应保护历史
地段的外部环境，保护、延续受保护区
域的人们的生活等。这些国际文件的
出台，体现了国际上古建筑保护思想
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外交流中，
对我们的古建筑保护理念产生了一定
影响。

2007年6月以来，福建省在泉州、
漳州、厦门片区创建闽南文化生态保
护区，不仅对泉州鲤城古街区、漳州南
靖云水谣、漳州古街区、厦门集美学
村、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等地的古建
筑进行保护修缮，还通过建设非遗传
习所、培养非遗传承人等方式，传承推
广南音、高甲戏、歌仔戏（芗剧）、剪纸、
漆线雕等技艺，激活民间文艺社团，让
古街区、古镇更有文化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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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明长城建安堡保护加
固工程

位于陕西榆林市境内的明
长城建安堡建于明成化年间，
属于陕西明长城“三十六营堡”
之一，2008 年被陕西省人民政
府列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2013年，建安堡保护加固工
程开始施工，历时3年完工，施工
人员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
小干预原则，优先采用原材料和
传统工艺，保持建安堡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沧桑古朴的历史环
境风貌。

江西富田诚敬堂维修工程

诚敬堂位于江西吉安市富
田镇，由当地王氏家族于明朝
中期兴建。20世纪30年代，这
里曾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办公
地址。2013年3月，诚敬堂被国
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诚敬堂维修工程 2011 年 3
月 20 日开始施工，同年 7 月 20
日竣工。修缮后，该堂成为红
色影视基地、江西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喊船”传习基地及展
示中心。

上海四行仓库修缮工程

1937年10月27日，上海四
行仓库保卫战打响，由副团长
谢晋元率领的加强营“八百壮
士”与日军激战四昼夜，打退日
军多次进攻，展现了奋勇抗敌
的民族气概。2014 年，上海对
四行仓库进行整体保护修缮，
还原历史风貌，恢复了仓库西
墙上的 8 个炮弹孔和 420 多个
枪弹孔，重建上海四行仓库抗
战纪念馆和纪念广场，将其打
造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河北北岳庙壁画保护修复
工程

河北曲阳县的北岳庙始建
于北魏宣武帝时期，清顺治十
七年以前为历代封建帝王祭祀
北岳恒山的场所。主体建筑德
宁之殿内绘有唐代“画圣”吴道
子创作的巨幅壁画《天宫图》。
北岳庙壁画是具有重要历史、
艺术价值的国之瑰宝。2012年
7月，河北有关部门邀请敦煌研
究院的专家对北岳庙壁画进行
保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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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14日，甘肃嘉峪
关关城景区，文物保护工作者用
设备测量城墙墙体酥碱部分的含
水率和盐分。

2022年12月14日，海口骑楼
老街，施工人员修缮骑楼外立面。

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 摄

修缮后的福建省泰宁县尚书
巷历史文化街区。本版图片除署
名外均由新华社提供

20232023年年66月月77日日，，河北省井陉县小梁江村河北省井陉县小梁江村，，施工人员对村中古建筑进行修缮施工人员对村中古建筑进行修缮。。

2021年11月13日，重庆市南岸区长江岸边，工作人员修复弹子石摩崖造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