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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市南岸区认真贯彻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创新探索，将文物保护利
用工作与城市化建设相结合，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理念，切实做到经济建设、文化
发展和生态保护三位一体，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注重实践创新，始终将保护放在第一位

进入新时代以来，南岸区累计完成文物修缮工程20余项，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重庆黄山抗战旧址群、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群——法国水师兵营旧址
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安达森洋行旧址、立德乐洋行旧址和广阳岛机场抗战遗址群
等，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旧址、王陵基别墅旧址等。修缮成果丰硕，
工作特点突出。

坚持保护原则，以延续历史记忆的担当修缮文物。文物作为历史的物质遗存，是
前人保护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是后人触摸历史的宝贵财富。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
馆，前身是瑞典人安达森建立在南岸的安达森洋行旧址，是重庆开埠的重要见证之
一，也因在抗战期间，庇佑了3694箱故宫南迁文物，成为保护文化遗产的场所之一。
2018年，故宫博物院、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与南岸区政府签订三方协议，以
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安达森洋行旧址为载体，共同打造重庆市重点文化旅游品牌
——安达森故宫文化项目，由产权单位对现存建筑和周边环境进行修缮整治。聘请
原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张永和主持编制修缮方案，按照修旧如旧的文物修缮原
则，采取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对文物建筑进行修缮。2021年6月，重庆故宫
文物南迁纪念馆正式建成开放，成为我国首个在故宫文物南迁遗迹内设立的主题历
史纪念馆。修缮让文物重展光华，保护使历史记忆永存。

坚持开拓创新，在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中保护文物。进入新时代以来，南岸区不断
加大文物保护修缮力度，尤其在国家文物保护政策方针指引下，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2016年，位于南岸江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弹子石摩崖造像被纳入国家文物事
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的“川渝地区石窟及石刻保护专项试点项目”，并作为川渝石
窟砂岩风化病害治理技术的示范项目地。通过数年的石质文物灌浆修复材料试验、
危岩体病害调查等前期准备，修缮工作于2020年正式启动。2022年，弹子石摩崖造像
砂岩质文物保护材料及技术路线研究获评“重庆市文物科技创新项目”。作为重庆

“两江四岸”重点项目之一的重庆开埠文化遗址公园工程，以保护修缮立德乐洋行旧
址为代表。在修复过程中克服 361根深基坑支护桩带来的挑战，运用了国家级非遗

“灰塑”技艺和极为考究的“绿纹卷草绿釉砖雕”复原技术。2022年，立德乐洋行旧址
（1号楼）修缮工程获评“重庆市文物保护优质工程”。2021年，南岸区还根据《重庆市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总体规划》，积极完成辖区内王朴烈士旧居、《挺进报》旧址修缮工
作，并以建党一百周年为契机，通过陈列布展，向参观群众介绍烈士的英雄事迹，传
承弘扬红岩精神。近两年，南岸区文物部门以传播历史文化为宗旨，加强历史文化研
究阐释，编辑出版《寻迹：重庆市南岸区文物图谱》和《南岸人文历史》，开展全区历史
文化遗产系列片拍摄工作。

强化责任导向，整合多方力量，全面加强文物安全管理

南岸区文物保护工作始终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所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
的责任要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工作理念，联合各部门和社会力量
参与文物安全的管理巡查。

落实主体责任，坚持以保障文物安全为工作底线。文物安全以预防为先，以责任
为基。保护文物建筑安全，首要树立安全意识，落实保护文物建筑主体责任。进入新
时代以来，南岸区每年年初召开全区年度文物安全工作会，与各文物建筑产权方或
使用单位签订文物安全责任书。以2021年为例，南岸文物部门将当年度的文物安全
工作计划下发各街镇，让文物安全工作深入基层，并按年度计划制作安装93块文物
安全责任公示牌，使文物建筑安全责任明确具体。

多方联动履职，从政府到社会多方参与安全管理。定期联合公安、消防等部门进
行文物安全专项督察，开展全国文物火灾隐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全区
文物系统安全生产等文物安全专项检查。积极响应司法机关对文物保护工作的介
入，让司法参与到文物保护、修缮、利用的全过程。此外，南岸还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文
物日常保护工作，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和参与度，组建南岸文物志愿者
巡查队伍，对全区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定期巡查，年均巡查500余次。巡查人员发现
反馈问题，文物部门跟进解决问题，使文物保护工作及时有效。近年来，原来存在安
全隐患的卜内门洋行旧址、英国盐务所旧址、德国大使馆旧址等文物的安全问题都
得到有效整改消除。

贯彻绿色理念，协调城市更新，推动人文自然融合发展

南岸区自然人文资源丰富，有以“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著称的广阳岛，有
“山城花冠、主城肺叶”之称的大南山，还有被重庆人称为“重庆城市会客厅”的南滨
路。这一岛、一山、一路，分布着南岸区80%以上的文物资源，人文自然和谐发展的前
景广阔美好。

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文物生态化。南岸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的重要阵地，南岸区将文物保护与生态建设相结合。广阳岛机场抗战遗址群
位于南岸广阳岛内，是重庆主城最早的机场，现存兵营、库房等抗战遗址。2019年10
月，广阳岛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动工，项目坚定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方
针。与此同时，开展广阳岛机场抗战遗址群保护修缮工程，使之成为绿水青山间的一
处人文风景。大南山片区，文物资源丰富，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庆黄山抗
战旧址群和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群的大部分文物建筑。其中，以重庆黄山抗战
旧址群为基础建立的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是一处“藏在森林里的博物馆”，环境清
幽，生态和谐，人文历史气息浓厚，是南岸人文与自然融合发展的典范。

依托城市更新，以文物保护利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南岸区着力推动文物保护
利用和城市更新，不断推动位于南滨路的慈云寺-米市街-龙门浩市级历史文化街区
所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修缮，该街区规划范围约36.01公顷，街区内现有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安达森洋行旧址、慈云寺和觉林寺报恩塔3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有黄锡滋别墅
旧址、周家湾别墅旧址等10处（16栋）；优秀历史建筑15栋。利用独特众多的历史文物
资源，建成了影响力极佳的文化旅游线路。2018年9月对外开放的龙门浩老街首开区内
坐落有美国使馆别墅群旧址等近现代文物建筑，现已打造为集艺术探索、高端零售、创
意体验、休闲餐饮、美学生活为一体的4A级文化旅游景区，年游客量约25万人次。2022
年11月龙门浩老街∙下浩里开街，进一步提升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群—法国水师兵营坐落于“长嘉汇大景区”内，见证了重庆的
近代化。近年，南岸区文物部门对法国水师兵营旧址实施了全面修缮，修缮完成后，坚持
保护第一，以“长嘉汇大景区”城市建设为契机，引入设计师品牌集合店SND等社会企
业活化利用，使得这处百年建筑，在新时代城市化发展中注入活力，焕发生机。

安源是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从
1921 年起，这里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
运动的重点地区。以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
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安源路矿工人
开展了历时 10年的革命斗争，在中共党史上
描绘出波澜壮阔的一笔，也留下了一大批珍贵
的革命文物。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保存着这样一封
珍贵的信件。它是李立三同志 1965年写给该
馆负责人朱子金的信。信笺为中共中央华北局
专用，纵26.5厘米，横18.7厘米，上方有时任
中共萍乡市委书记肖烈的批复：“市委意见照
立三同志意见办理。”信笺为李立三同志手书
的黑色钢笔字。另有一只信封：左上方贴有一
张“人民大会堂”图案的邮票，右下方印有红
色的“中共中央华北局”7个大字，中间为蓝
墨水钢笔书写的“江西省萍乡县安源路矿工人
俱乐部朱子金同志亲启”的字样。

朱子金是朱少连烈士之女，1965年1月担
任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副馆长。朱少连，株
萍铁路工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
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路局主任，1923年6
月出席中共三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是我
党最早的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之一，1929年 1
月因叛徒告密，在萍乡英勇就义。李立三在安
源工作时与朱少连结下了深情厚谊。

1964 年 11 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兴建了陈列室。为了解安源革命斗争史实，朱
子金写信给李立三，请他回忆刘少奇当年在安
源的住处。因为信息不灵，只听人说李立三是
劳动部部长。1965年6月，朱子金给李立三写
了一封信，寄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
信发出后月余不见回音。1965年8月，朱子金
从一位来安源参观的中央首长那儿打听到李立
三已调离劳动部，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
记，便再次给他写信。

1965 年 8月 30日，天高云淡，微风拂面。
66岁的李立三从北戴河疗养回京。进家门不
久，他就提出要到办公室去处理公务。“立
三，怎么刚进门也不休息就要去办公室？”他
的妻子李莎递上茶杯，关切地问。“这次组织
关照，让我在北戴河整整休养了三个月。这么
久不在家，肯定有很多事情着急处理。”李立
三喝完水，拿起公文包就离开了。

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办公大楼内，李立三
办公桌前的文件分门别类，摆得整整齐齐。李
立三坐在办公桌前，一件一件地仔细阅读，突
然被两封信吸引住了。这两封信都是从安源发

出的。安源，这个多么亲
切而熟悉的地方。40 多
年前，李立三在那里工作
了近两年时间，与路矿工
人结下了深厚情谊。他十
分惊喜地拿起信封，急切
地将封口撕开，只见安源
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信笺
上写着工工整整的钢笔
字，两封信的内容大致相
同：
尊敬的李立三同志：

为了对青年一代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安源现已
正式建立了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修复了俱乐
部、夜校等革命旧址。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三
位主要领导人中，毛主席和您在安源的住址早
已恢复并陈列展出，唯独刘少奇主席在安源的
住址，虽经多方调查，迄今仍未落实，不知您
是否记得刘主席当年在安源是住在什么地方，
敬请回信告之。

此致
敬礼！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朱子金
李立三一口气看完来信，顿时心潮澎湃，

思绪万千，在安源领导工人革命斗争的许多往
事一幕一幕浮现在他的脑海。那是 1921年 12
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李立三因闹学潮，被反
动当局驱逐回国后，受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
东委派，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创办工人夜
校，建立党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领导路矿
工人大罢工……在安源这块红色土地上，曾有
朝夕相处的战友，有心心念念的工人，还洒满
了革命烈士的鲜血，是他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如今，党和政府在安源建立了纪念馆，对青
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确实十分必要。
他看到信中说安源恢复并陈列了他当年的住
址时，心里很是不安。他觉得自己当年在安
源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只是履行了一个普
通党员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怎么能陈列宣传
自己在安源的住处呢？安源纪念馆应该宣传
毛主席、刘少奇同志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丰
功伟绩，宣传黄静源、朱少连、周怀德、谢
怀德、杨士杰等安源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
李立三越想越觉得应该把这些意见和想法向
安源纪念馆的同志说清楚。想到这里，他毫
不犹豫地拿出纸和笔，给朱子金写回信，内
容全文如下：

子金同志：
两次来信都收到了，安源成立了纪念馆，

修复了原来俱乐部、夜校、毛主席住所等供人
参观，这很好，对青年一代是有教育意义的。
少奇同志初到安源时住在什么地方，我已经记
不起来了。

至于我，只是按照主席指示和工人群众意
见办事的一个普通工作者。我的原来“住址”
或“秘密工作处”的牌子，请不要悬挂，已经
挂了的都请取下来，希望你向纪念馆的同志说
明，按此办理。如果有不同意见，便请把我这
封信送矿务局党委一阅，并希望他们能同意我
的意见，指示纪念馆同志办理。

敬礼！并请向老工人们问好！
李立三 八月三十日

朱子金收到李立三的回信后，立即向全馆
同志做了传达。大家讨论后一致认为，从李立
三同志来信的字里行间，体现了他谦虚谨慎、
高风亮节的崇高品质。根据李立三来信的意见
和萍乡市委书记肖烈的批复，安源纪念馆将李
立三在安源秘密工作处旧址的说明牌取下。

1966 年下半年，李立三被打成“反革命
修正主义分子”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6月22
日在北京蒙冤逝世。朱子金冒着极大危险将李
立三的信件悄悄藏了起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李立三
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朱子金主动将这封
信捐赠给安源纪念馆。2003年9月18日，江西
省文物鉴定组专家认定，李立三现存的亲笔信
件不多，特别是写给安源革命烈士后代的极其
珍贵，信中还提到毛泽东、李立三在安源工作
的事，是证实安源工运史的重要史料，一致推
荐申报为国家一级文物。2007年9月，经国务
院批准，该信件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古建筑技艺传承现状及其重要性

在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一个村镇及一条街
区中，最基本的构成元素为一座座独具中国传
统风格的建筑单体，由它们组合成规模不等的
建筑院落、组群，进而形成乡村、市镇与城
市。与其他一些文化中以砖石结构为主的建筑
体系不同，中国古建筑以木构构架为主。巧妙
的木构架方式，综合体现出中国古建筑的技艺
之美，又通过不同的组合结构，创造出独属中
国古建筑木构丰富而有等级的建筑体系。中国
传统建筑艺术以木构架建筑为主，包括汉族及
其他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建筑。我国传统建筑曾
对日本、韩国、朝鲜等东北亚国家及越南、缅
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古代建筑产
生了较大影响，如日本平城京 （今奈良市）、
平安京（今京都市）对唐长安城的模仿。中国
古代建筑与古代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被公认
为最有影响的世界三大建筑体系。

中国古建筑在结构上具备良好的稳定性，
这得益于木材优越的力学性能，屋面、楼面的
荷载由柱、梁、檩、枋等构件形成的框架来承
受，通常墙体只起围蔽、分隔等作用，并不承
重 （硬山搁檩除外）。在面临地震灾害时，我
国古建筑表现出较好的抗震效果，民间有“墙
倒楼不塌”之说。但是，木材的易燃性、易腐
蚀性等缺陷，则是我国古建筑极易遭受损毁的
重要原因，一把大火、一场暴雨等都可能将传
承不易的古建筑毁于一旦。近年来，古建筑保
护、传承等系列政策的出台，表明古建筑的保
护与传承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面对有形的古
建筑遗存，其保存状况的优劣容易得到世人的
关注。而对于无形的古建筑技艺，其保护与传
承工作则极易被我们所忽视。

古建筑技艺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实践过程
中不断积累并逐步完善地营造技艺、政治文
化、审美艺术的提炼与总结。仅就技术而言，
包括材料的选用与加工、构件的制作与安装、
零部件的维修与更换等诸多工艺。按照宋代

《营造法式》中的专业分工，可分为大木作、小
木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雕
作、旋作、锯作、壕寨及石作等十几个门类。
当代则主要分为木作、瓦作、石作、油漆作及
彩画作等工种。以苏州香山帮古建筑营造技艺
为例，明清以后，香山匠人分工不断向专业化
方向发展，进一步分成木作、泥水作、砖雕、
木雕、石雕、彩绘油漆等多个营造技艺专业。

早在中国营造学社建立之初，中国第一代
建筑史学家们就已明白向身怀古建筑技艺的老
匠师学习的重要性。朱启钤先生在《中国营造
学社开会演词》中指出，“向者已云营造学之
精要，几有不能求之书册，而必须求之口耳相

传之技术者。然以历来文学，与技术相离之辽
远，此两界殆终不能相接触。”此即朱先生所
提倡的“沟通儒匠”理念。营造学社中的两大
主力干将，被人称为“南刘北梁”的刘敦桢、
梁思成先生在研究古建筑时，亦十分重视儒匠
结合。梁思成拜老木匠杨文起及彩画匠祖鹤州
等老师傅为师的经历，加深了他对木作、彩画
作技艺的认识，使《营造法式》的释读工作得
以顺利进行。刘敦桢先生亦指出向老匠师学习
古建筑技艺的必要性。当代著名建筑学家马炳
坚先生曾向北京著名木作匠师王德宸先生学习
木作技艺，并将多年的研究成果著成《中国古
建筑木作营造技术》一书，此书被誉为“是近
代对中国古建筑最有分量的书”。

现今我国熟练掌握古建筑营建、修缮等技
艺的匠师大多年事已高，体力、精力日渐减
退；相关古建筑从业者的待遇、配套设施等，
对比其他行业从业者亦有着较大差距。虽然相
较于前辈们风里来、雨里去的工作条件大为改
善，但古建筑行业各工种相对仍较为辛苦，因
之年轻人一般都不愿意投身其中，学习技艺。
因此，古建筑行业在吸引青年人才的竞争中落
后于其他行业，已初步显示出人才断层之
迹象。

总之，古建筑技艺的传承问题迫在眉睫，
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规范古建筑技艺传承之必要性

在重视我国古建筑技艺传承的同时，还应
着手进行古建筑技艺传承的规范化。

所谓“规范”，不仅指对古建筑技艺的规
范，还应指对古建筑技艺传承过程的规范，逐
步形成一定的科学、合理的“规范”体系。

在古建筑修缮过程中，不乏此类案例。例
如，个别工匠在运用传统技术工艺修缮古建筑
时，缺乏规范的古建筑技艺理念，施工中常带
有一定的主观臆断，进而对古建筑造成实质性
的影响甚或破坏。这样的古建筑修缮工作，最
终结果只能是好心办坏事，甚为可惜。同理，
对古建筑技艺传承过程的规范也很重要，这可
保证古建筑技艺在代际传承中顺利进行。

对古建筑技艺的规范，可通过著书立说、
视频图像等方式，将古建筑技艺规范而又形象
地绘制、记录于世，化“无形”为“有形”。
宋代的《营造法式》、明代的《鲁班经》、清代
工部颁布的 《工程做法》 及近代的 《营造法
原》等建筑术书，都规范保存了古建筑技艺的
部分内容。相关技艺代表性匠师亦可将古建筑
工序及技术要求等整理成文，在学术期刊上发
表。此外，还可辅以录像、拍照、测绘等摄
像、摄影技术及计算机制图等现代手段，对古
建筑技艺进行记录。

古建筑技艺传承的规范，还应在技艺传承
过程中对其分阶段加以严格把控。如：

在技艺传承前，应由各古建筑专业分工的
老匠师、学者组成专家组，对各项身怀技艺的
传承人进行评审，并帮助其将所怀技艺进行规
范化处理，保证古建筑技艺在传承前符合行业
规范。

在技艺传承过程中，应挑选出具有良好古
建筑从业天赋的青年匠师，并由技艺传承人根
据特定规范对其倾囊相授。在此过程中，除传
统口述式的言传身教外，技艺传承人应留有相
关文字材料甚至是录像资料等，并附图文
说明。

在传授古建筑技艺后，技艺传承人应对青
年匠师在之后的实践过程中进行指导与检验，
确保技艺传承符合行业规范。青年匠师在学习
古建筑技艺及实践过程中，应记录诸如工序、
技术要点等相关材料，待日后进行整理甚或正
式发表。

相关文化部门应积极引导长期从事古建筑
营建、修缮工作的老匠师，在工作之余，提升
其文化知识水准。如一代宗匠姚承祖先生，曾
认为没有文化的工匠不是一个完整的工匠，其
在从事古建筑营建工作之余，认真研读 《大
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此番经历为其赴苏
州工业专科学校任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著

《营造法原》，终成一代巨匠。类似匠师们的榜
样力量，将为规范古建筑技艺传承提供巨大的
帮助。

除个体匠师努力外，政府部门应出台古建
筑技艺传承的指导性文件，进一步完善古建筑
技艺保护传承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技艺传承
人的评定及奖励机制，采取市场机制改善与提
升古建筑从业者的生活水平，以确保古建筑技
艺得以规范、有效传承。

匠儒结合的传承之道

“非壮丽无以重威”。中国古建筑自诞生之
日起，就成为社会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源远流长的古建筑技艺，更是我国悠久历史文
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保护好我国古建筑
遗存的同时，我们应进一步重视、规范古建筑
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增强其科学性、合理
性。尽早将这份“无形”的遗产保护好、传承
好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古建筑匠师时刻在凋零，愿意投身古建筑
传承的年轻人有限，相关传承人文化水准不高
等，据此，保护好、传承好古建筑技艺，规范
古建筑技艺传承刻不容缓。只有在认识上、行
动上切实重视古建筑技艺传承保护工作，并在
传承过程中将其规范化，“匠儒结合”，我们才
能真正守护好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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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一个普通工作者”
——李立三同志给安源纪念馆负责人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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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儒结合：重视和规范古建筑技艺传承
周学鹰 邝墩煌

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