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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哲文（1924-2012），四川宜宾人。生前任
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从事中国文物古
建研究保护 72 年，是“中国特色古建保护维修
理论”奠基人、具有开拓性的文物保护专家和文
化遗产权威。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先后师
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达
30 余年，其间参与了国徽设计、北海团城保护
等项目。1950年调入国家文物局，先后参与或主
持修复了赵州桥大修、布达拉宫大修、永乐宫搬
迁、北京故宫博物院大修等大量大型古建项目
的修缮、修复、研究、保护工作。其著作颇丰，部
分作品先后再版十余次，并被译为德、英、法、日
等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发行；部分作品被收入
大、中、小学教材。

2009 年，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罗哲文
“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中
国文物基金会授予其“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生成
就奖”。

此次展览展示了罗哲文先生历年来出版发
行的著作 80 余部，以及他生前使用的相机、背
包、照片放大机、测量工具等物品，整个展览系统
回顾了罗哲文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奋斗的
一生。

罗哲文原名罗自福，出生于四川宜宾县（今
宜宾市）城林家巷，三岁被父亲送进村里的私塾
接受传统教育启蒙，两年后又入读村里的新式学
堂，接受新旧课程兼备的小学教育。小学毕业后，
为顺利考入宜宾县城著名的立达中学，十一岁步

行约100公里山路，来到宜宾县城暂住舅舅家里
复习功课，最终如愿以偿。随后考入当时中国唯
一一个专门从事古建筑科学研究的学术团体
——中国营造学社。

梁门子弟 1940年底，罗哲文凭借美术、书
法优势考入中国营造学社，成为学社里没有大学
学历的练习生。1945 年，梁思成、林徽因决定将
罗哲文以中国营造学社成员身份“复员”回京。
1946年，罗哲文随中国营造学社来到北平，进入
中国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
所工作，同时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
助理，二人的关系更加密切，罗哲文的学习条件
得到进一步改善。罗哲文调入国家文物局之后，
梁思成一直对罗哲文进行指导。

文物卫士 1956 年，关于是否拆除北京城
墙的争论很激烈，罗哲文和谢辰生等人都坚决反
对拆除城墙，他们被称作“城墙派”。2002 年，罗
哲文等 25位老专家一起致信中央领导，紧急呼
吁“立即停止二环路以内所有成片的拆迁工作”。
从 1980年初到 2010年，30年间罗哲文斥责苏州
造假城墙、力保扬州南门遗址、制止拆迁定州古
城、呼吁立刻停止对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的
破坏、遏制破坏宁夏古长城等，在他的努力下，一
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了保全。

古建护神 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罗哲文
参与、组织和审定了一系列重大的古建筑维修工
程，如勘察维修雁北文物、保护北海团城、迁建清
音阁、修缮赵州桥、搬迁永乐宫等。20世纪 90年

代后，他以专家身份，通过策划、考察、评审的方
式为长江三峡文物保护工程、西藏文物保护三大
工程、长城保护、山西南部早期木结构建筑保护
工程、汶川地震文物抢救工程等全国重大的文物
保护工程提供指导。

万里长城第一人 罗哲文为长城保护殚精
竭虑，呕心沥血。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奔走在长
城上下，深入考察研究，推动保护维修。他于
1957 年出版了《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后
又陆续编撰有关长城的图书画册，将历史文献
与现状考察相结合，对长城的起点、长度、分布
及沿线地区民族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刻研究论
述。他还参与发起成立中国长城学会，提出开
展“长城学”研究的建议，积极鼓励青年同志走
长城、研究长城、保护长城，被誉为“万里长城第
一人”。

申遗功臣 罗哲文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申
报与保护贡献出智慧和学识。1985年，他在全国
政协会议上与其他委员联名提出我国加入《保护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当年得到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随后的二十多年中，他积
极参与世界文化遗产的考察、研讨、评审工作，还
以专家身份代表我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委员会的评审会议。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申
报与保护取得的累累硕果凝聚着他大量的心血
和无私的奉献。

中国特色 罗哲文为我国文物保护特别是
古建筑保护修缮和管理方面作出了卓著贡献。

他在古建筑保护修缮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提出以“四原”原则（原形制、原结构、原材
料、原工艺技术）保存文物价值，并科学阐述利
用新材料、新技术与保持原材料、原工艺技术的
辩证关系，得到文物保护专业工作者和学术界
的广泛赞誉。

多才多艺 罗哲文不仅在建筑方面潜心研
究，在其他领域也大放异彩。罗哲文一生中拍摄
了不计其数的古建，用坏了20多部相机，出版了
大量古建影像文献；罗哲文爱好文学艺术，精通
摄影、外语、测量、机械修理、绘图。在清华大学工
作时，他利用工余时间旁听课程，一口气选学了
五门英、俄、德、法、日外语。

罗哲文同志始终对党忠诚，政治立场坚定。
十年浩劫期间，他为保护老干部挺身而出，坚持
正义、敢于直言、刚直不阿，体现出高尚的政治品
质。一生执著热爱、不懈追求、投身奉献于文化遗
产事业，笃学敬业、谦虚严谨、光明磊落，是全体
文物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罗哲文去世后，他的学术成就、个人修养、道
德操守得以持续广泛宣传，这是他留给后人的宝
贵财富。这十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突飞
猛进、日新月异，被称为历史最好时期。罗哲文留
下的物质印记和精神印记，正在浸润着这个时
代，影响着这个时代，感染着这个时代里的我们
继续把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推向前……

（颐和园研究室 文保基金会罗哲文基金管
委会）

博物馆陈列艺术的发展，首先是对事业充满
情怀而脚踏实地的耕耘者造就的。2月13日，《闳
约深美》——夏书绅先生专著首发式暨从事展示
艺术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举行。文博各界专家齐聚一堂，致敬前辈、探
讨发展、共话未来。

该活动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主办，中
国博物馆协会陈列艺术委员会协办。中国博物馆
协会理事长刘曙光表示，夏书绅是中国博物馆领
域的积极开拓者。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夏老主
持设计的陈列展示创造了一种注重空间设计与
展示手段多样化，庄重大气、简洁明快、个性鲜
明、厚重坚实恢宏的艺术风格，在很长时间内对
中国博物馆的环境设计和陈列展览的范式，起到
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国内博物馆界产生了很大
影响。他的半景画、全景画从建设组织到实施过
程及技术艺术标准把握等的规范要求，填补了中
国美术史空白。

1984年夏书绅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创办
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个专业委员会，并担任
主任近二十年。在人才培养、推优抑劣、扬行业
正气等方面竭心尽力。对促进中国博物馆协会
的健康发展和全国博物馆陈列艺术的不断提
升，功不可没。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刘中刚认为，
《闳约深美》一书记录了夏书绅的艺术历程，透过
一页一文一图的记述，不仅可以重温许多感人的
艺术记忆，了解共和国文博设计领域的发展历
程，还能倾听老一辈创业者的心声，从中感受到
他们那一代人为了理想，坚守担当，一生一事，永
远青春奔放的情怀和操守。夏老从业70年，从部
队院校文化工作到军队文博建设战场，再到文博
大舞台，踏雪留痕，开立新风，将追求与无悔镌刻
在军博建设上。

会上，中国博协艺委会主任刘鹭回顾了夏老
70年的艺术创作之路。国际博协亚太地区联盟
主席、中国博协副理事长、上海大学教授安来顺，
北京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刘超英，首都博物馆原党
委书记崔学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
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宣传推广部主任、
中国博协艺委会副秘书长亢宁等文博专家、领导
分别致辞，辽沈战役纪念馆原副馆长郭荣辉、中
国博协艺委会原主任赵春贵以及江苏、吉林、陕
西、四川等省博协陈列专委会以视频祝贺，畅谈

夏老在陈列艺术方面的宝贵财富。
新中国的文博事业是伴随着共和国的前进

一路走过来的，一代代文博人踏着时代节拍在探
索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夏书绅在文博行业辛
勤奉献 70载，硕果累累、桃李遍天下，是筚路蓝
缕的耕耘者、开拓者，也是对中国博物馆陈列展
览做出重要贡献的实践者、引领者。

夏书绅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建馆
元老，1959 年调入军博，曾任设计美术处处长、
总设计师、研究馆员，是我国博物馆陈列艺术设
计和全景画著名专家。1984 年至 2003 年，担任
中国博物馆学会陈列艺术委员会主任、资深专
家组组长、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世界全景画
协会第九届执行主席。获中国博协艺委会“终身
成就奖”。

夏书绅和夫人滕丽华用近两年时间编写的
《闳约深美》专著，记录了夏老70年的艺路回望，
沉浸着夏书绅七十年来艺术思考的历程。在书里
可以欣赏展陈艺术之美，学习到新中国第一代博
物馆陈列设计师理想信念与艺术相结合的坦诚
胸襟，蕴含着丰富想象和深邃灵感的广博视野，
勇于探索、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些必将激励
后来者，一代代博物馆人，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发
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本报记者 崔波）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历经60多年的
发展，已成为在国内享有盛誉全国唯一的展示
革命军事文化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伴随成长
的一代代军博人，特别是军事历史研究、展陈
设计、文物征集鉴定、美术书法创作等专家倍
受尊重、广受认可。在军博走出的艺术名家中，
陈列艺术设计大家夏书绅为军博建设和展陈
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博物馆
陈列设计师的代表，夏老师追求探索、与时俱
进的创新精神，是今天最应汲取的。

夏书绅是军博半个世纪建设的亲历者、参
与者。1949年 9月，夏老师从上海美专考入华
东军事政治大学短训班，1950年参加筹办全军

“社会发展史”展览。1959年调入军博，历任陈
列处设计组组长、设计处处长、总设计师，负责
组织领导博物馆的陈列艺术设计与布展。夏老
师不仅专业水平高，还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
高质量按时完成基本陈列和大量临时展览的
展陈工作，一直工作到1995年离休。

从军博建馆筹备负责第三次国内革命战
争馆（解放馆）基本陈列设计开始，夏书绅先
后参与军博几次重大陈列修改。特别是 20世
纪 80年代中期筹建的古代战争馆、近代战争
馆，颇具创新的陈列艺术设计大大提升了军
博展陈形象。他作为总设计师，主持完成了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辽沈战役纪念馆、国
防大学校史馆和中国民兵武器装备陈列馆等
许多军地展馆的建馆工作。从其艺术实践看，
涉及革命纪念类、历史类、军事类、科技类、艺
术类基本陈列和重大主题展览，形成了在陈
列展示上庄重大气、简洁明快、个性鲜明的艺
术风格，以及把艺术形式与展陈内容完美结
合的设计理念。这一风格和理念的成果结晶，
无娇柔浮华之气，尽显厚重坚实恢弘。

夏书绅是中国半景画、全景画的开创者。
1987年以前中国没有半景画、全景画。他从零
做起，迅速捕捉到这一艺术手法对再现中国
重大历史事件的价值所在，通过创新建设理

念、实施思路、艺术创作、工艺把握、艺术创作
等，使这个百年艺术之花在中国绽放新姿，填
补了美术史空白。作为第一批项目的总设计
师，在建馆选址、建筑特色、功能把握、绘画创
作、置景设计、视频应用、灯光音响、微机程控
等方面，探索形成了中国半景画、全景画从建
设组织到实施过程再到技术艺术标准的规范
流程和行业基础规范。

夏书绅长期担任中国博物馆学会陈列艺
术委员会主任，为我国博物馆陈列艺术事业
发展做了大量工作，重视博物馆陈列艺术设
计理论的总结，是陈列艺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的引领者。从业几十年中，先后举办陈列艺术
设计培训班、主编出版博物馆陈列艺术设计
专著《博物馆陈列艺术》《中国全景画与半景
画》《感悟壮美——中国全景画、半景画的缘
起与世界全景画》等，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上具有开拓性。

（作者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杰出代表，一生足
迹遍布神州，诗词文章传承千年。“苟非吾之所
有，虽一毫而莫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等名句，至今仍被屡屡提起。近期，“高山仰止
回望东坡——苏轼主题展”在四川博物院展出。

扬其文脉 赓续文化之魂
苏轼，世称苏东坡，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

学家、书画家，成就卓越而多面。他一生在坎坷
与困难中不断追求、积极进取，以他的思想、文
学和艺术生活状态，塑造了崇高的道德典范，
集中体现了中国文人的智慧，展示着光辉的人
格魅力。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父子，其辉煌的
文学艺术成就、卓越的为民实践，“守其初心”
的哲学思想和人格精神，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和宝贵遗产。苏东坡诗词开豪放
一派，散文著述宏富，风格豪放自如，为唐宋八
大家之一。除诗词文赋外，其也擅长书画，同蔡
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工于画，尤擅
墨竹、怪石、枯木等。

眉山有三苏祠和三苏纪念馆，全国各地也
有不少与苏东坡有关的遗迹，许多博物馆也珍
藏有苏东坡的真迹或苏东坡题材的墨迹与文
物，但这些资源一直很分散。借助当前文化发
展的契机和态势，整合相关资源，策划与苏东
坡、大宋文化相关的大型展览和活动，打造与
苏东坡有关的文创、旅游产品等正当其时。

聚其精品 一览人间有味
主题展分为苏轼主题文物特展和当代书

画名家作品展两个篇章。苏轼主题文物特展以
“东坡真迹”及其相关文物为核心展品，分为
序、一门三杰孕于蜀、跌宕起伏的一生、千年一
遇的全才、人间有味是清欢、东坡颂六个版块，
展示了苏轼在为官为民、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
就及其精神品质。文物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
美术馆、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旅顺博物
馆、苏州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 39 家单位的
274件珍藏，其中一级文物达 39件。展品包含
苏轼真迹《潇湘竹石图》《洞庭春色赋・中山松
醪赋卷》《阳羡帖》等罕见珍品以及四川博物院
的高人气文物，如宋徽宗《腊梅双禽图》、宋“诵
馀”七弦琴、芙蓉花金盏，还挑选了其他宋代文
物精品，包括瓷器、金银器、铜器、书画，含茶
具、酒具、文房四宝、琴棋书画等不同品类，以
及反映宋代文人“四艺”点茶、焚香、插花、挂画
和宋代宴饮、捶丸、蹴鞠、投壶等娱乐活动的相
关文物。

当代名家书画展部分主要展出了来自各
省市重要代表性书画家80件书画作品。通过烟
雨任平生、意造本无法、明月清风我三个单元，
分别阐释了东坡文化所蕴含的旷达超逸的人生
境界、自然尚意的审美理想、高洁傲岸的文人风
骨，全方位勾勒出东坡精神的文化线索。

两个篇章古与今联袂展出，从文士风雅的
北宋，沿着千年文脉，走向文艺繁荣的今天，感
悟新时代背景下的东坡精神。展览通过多媒体
和场景设计营造出宋代文人雅致生活的氛围，

以及宋代至简至美的品味，让观众穿越千年体
会“人间有味是清欢”。同时，东坡主题文创集
市也向公众开放，举办各种雅集活动，如点茶
体验、古典插花、宋瓷制作、书画鉴赏、主题研
学等。

古韵新赏 品味宋“潮”乐趣
精美的展品、丰富的展览活动吸引了大量

省内外观众走进博物院，四川博物院特提供周
末延时开放服务。

观众可以赏东坡诗词、品宋代生活美学，体
验投壶、捶丸、蹴鞠等传统文化活动，也可以体
验“学做东坡菜”“我与东坡合张影”“东坡家训
拓片”等富有创意的互动活动。还联合四川人民
艺术剧院推出话剧《苏东坡》，实现“展览+戏剧”
的沉浸演艺，吸引众多观众驻足欣赏。

“触梦宋潮”沉浸式文创嘉年华同步向公
众开放。设计创意团队从川博馆藏文物元素汲
取创意灵感，原创开发了 26 种配合苏东坡展
览的文化产品，汇集全国多家文博单位近 300
个品类 6000 余件（套）文创产品。苏东坡是美
食界的“老饕”，展览当然不能缺少美食。东坡
肘子、东坡肉、东坡酒、苏梨糖、东坡橙、东坡诗
词定制可乐……打造美景与美食的双重盛宴。

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为配
合此次展览，《苏东坡全集》《经进东坡文集事
略》《苏轼奏译书牍研究》等二十余种苏东坡系
列书籍也同时展销，为“坡迷”带来诸多惊喜。

（川博）

看苏轼主题展 在博物馆做一天宋“潮”人

古建 护神 哲匠文华
——罗哲文生平回顾展

近期，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共同主

办、文保基金会罗哲文基金管理委员会承办、中国文物学会传统

建筑园林委员会与中国民协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委员会学术支

持的“哲匠文华——罗哲文生平回顾展”在颐和园德和园展出。

“ ”

重温共和国文博艺术记忆
刘中刚

从事展示艺术70周年
夏书绅《闳约深美》专著首发

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罗哲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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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维修后的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城楼

展厅一角 罗哲文使用的相机

目前在展的《潇湘竹石图》 东坡家训拓片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