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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台风“杜苏芮”影响，自 7 月 29 日起，北京房山区突降特大暴雨，
降雨时间持续 90 多个小时，房山地区遭受严重水灾。房山云居寺处于半
山区，依山傍水，随着连日来降雨量持续增强，云居寺遭受洪水威胁。

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经过历代修葺，形成五大院落六进殿宇。由云
居寺、房山石经、石经山藏经洞、唐辽塔群构成我国佛教文化特色一大宝
库，尤以1122部、3572卷、14278块石刻佛教《大藏经》著称于世。1961年
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被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连日的强降雨，导致云居寺前杖引河河水猛涨，淹没断龙桥桥面。寺后
山洪暴发，多股洪水形成小瀑布，流经寺内直泄杖引河中，防汛及文物安全
形势极为严峻。面对如此形势，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以下简称管理处）牢固
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把人员的安全和文物安全放在首位，采取了
闭馆和职工弹性上下班措施。及时成立防汛小组，由管理处班子成员带领防
汛小组以寺为家，24小时值守，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带着责任感、使命感
坚守奋战在防汛一线。

为及时掌握云居寺文物安全情况，管理处对寺内外及石经山各区域进行
全面安全排查，逐一对寺内各处排水口进行清淤与疏通，防止积水。在暴雨
来临之前，预先对遗址进行防雨布加盖措施，确保遗址整体安全。对寺内散
落碑刻、石质散件文物，进行防雨布加盖或支架保护。暴雨中，清理断龙桥
上山洪冲刷的淤泥与杂草，加大对断龙桥两侧的巡查与疏渠，确保断龙桥本
体安全。对7个文物库房、10余个展馆、大殿及露天的古塔、碑刻和石经山
等重点位置进行一一安全巡查，确保防汛工作到位，文物安全万无一失。

文物安全是红线、底线、生命线。7月30日，持续的强降雨造成云居寺
内部分房屋屋顶出现不同程度漏雨、墙皮脱落、渗水等现象，部分展厅和库
房漏雨，部分展柜渗漏进水，危及文物安全。管理处班子成员带领文物保护

科、旅游接待科、综合管理科及安全保卫科等相关部门人员，冒着暴雨，蹚
着洪水，开展文物抢险工作。

截至 8月 1日下午，云居寺内值守人员先后对舌血真经馆和文物收藏馆
等处的展柜进行了防雨遮盖，及时撤离转移文物及藏品50余件，累计对文物
库房及古塔、石经山等处进行文物安全巡查80余人次，及时了解文物本体及
建筑设施现状，及时疏通文物点位处的排水系统，确保水流畅通。因处置及
时，措施得力，在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使百余件文物免遭雨水的
破坏，切实保障了云居寺文物安全。 （云居寺文物管理处）

在江西省上饶市林和顺纪念馆，珍藏着一把画作精美、落款清晰的
新彩茶壶。壶盖上面写着“严鸿泰出品”，杯底有“严鸿泰造”印记，
壶身一侧绘有村居图，图左侧有远山如黛、正中流水潺潺、绿树成荫、
灰瓦白墙，左侧青天渺渺，白鹭飞翔，是一幅契合中国人民审美和理想
的山水村居美景图。壶身另一侧空白处则有“抗战到底”字样，在空白
处写着：“元锡同志惠存，胡金魁赠于江西上饶，1939年‘双十节’。”
这把抗战壶见证了两人的战友情、救国路，见证了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艰
难前行的历史，映照了不同背景下中华儿女共同的爱国情怀。

共同完成新四军的集结任务

根据毛泽东“军部第一步设南昌”的指示，1938年1月，新四军军
部设在张勋公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设在余兴庆旧
居，两地相距不足100米，便于联系工作。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既是新四军驻南昌的办事机构，又是新四军在各
地的办事机构的领导机关，同时也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对外公开身
份。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下设秘书处和副官处，黄道任办事处主任，胡金
魁任副官处处长，相当于黄道的贴身副官，跟随黄道处理新四军驻赣办
事处的各项工作。

当时，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担负着协助新四军组建成军、开赴前线；
动员青壮年和知识分子参军，为新四军抗战输送兵源；筹备协调军需物
资，为新四军提供给养；建立统一战线和推进抗日救亡活动；指导下属
办事机构等重要工作。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及下属50多个办事机构都驻扎
在国民党中心统治区，远离主力部队，周边政治形势复杂险恶，面临或
明显或潜在的各种风险，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

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南昌期间，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完
成新四军的改编组建，并开赴抗日前线。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新
四军军部机构还不完备，人员尚未到位；各游击区分散偏远，且有很多
游击队都失去联系。要把这些红军游击队一一找出，传达中央思想，并
动员改编组建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沿途要通过国民党正规部队的驻
地，期间经常发生围剿和扣留我方人员枪支的恶性事件。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作为新四军的服务机构，为新四军的集结工
作忧心忡忡。恰在此时，一支来自上海的车队——中国红十字会上海
煤业救护队如同春风和甘霖一样到达南昌，为新四军的集结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持。这支车队大多是年轻人，大队长忻元锡还不足二十岁，“老
大哥”叶进明也不过二十八岁。他们怀着一腔爱国之志，穿过淞沪抗战
的硝烟，带着技术人员和车队，主动找到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承担运送
伤兵员和物资的任务，为新四军的顺利集结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新四军
的组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与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命运紧紧
交织在一起。

淞沪抗战失败后，上海煤业救护队辗转随国民党军队撤到屯溪篁
墩。1937年底，叶进明想将队伍和车辆带出去，前往延安参加革命。这
时，传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的消息，队员们精神为之一振，遂在队
内统一了思想认识，星夜兼程前往南昌。

1938年1月，叶进明、忻元锡、王公道等人领导着上海煤业救护队
108名热血青年，驾驶25辆汽车，用中国红十字总会交通股下辖车队的
身份，以运送伤兵员到后方休养的名义，化解了路上的各种刁难问诘，
冲破了国民党设置的层层关卡，终于到达南昌。在南昌，叶进明和王公
道等人打听到了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驻地，随即主动联络办事处表示愿
意为抗战出力，不花费新四军的一分一毫，无条件为新四军服务，并根
据自身特长，主动负责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集结为新四军的运输
工作。

1938 年 1 月至 4 月，上海煤业救护队根据军部和驻赣办事处的安
排，承担了运送游击队到歙县岩寺集中的重要任务。救护队员风餐露
宿，夜以继日，在沿途国民党军警眼皮底下，把各游击区的伤病员一次
次安全送到皖南岩寺。为了确保安全，他们根据当时各个地方的政治形
势，来预判风险、化解危机。如携带的证件有红十字会的通行证、新四
军的公差证，根据情况灵活应变，同时在时间和路线的选择上，尽量选
择晚上和偏僻人少的地方走。除接送伤病员之外，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接
送往来人员、军部领导等，都是用救护队的车，两者配合默契，关系十
分密切。

4月，上海煤业救护队将南方八省的游击队队员运送到岩寺，完成
了新四军集结的运输工作，叶进明、忻元锡先后被任命为新四军总兵站
站长。

惺惺相惜 抗战到底

1939年5月，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搬到江西上饶后，与共产党地方组
织基本上没有联系，纯粹是新四军军部驻外地的一个联络机构，与其他
办事处也不再是上下级关系。但它作为新四军设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
长官部驻地的唯一公开合法机构，仍坚持开展工作，为新四军购买军需
物资、提供膳宿方便，并适时开展统战工作和上饶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 11月，忻元锡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接任了岩寺兵站站
长的职务，承担军饷物资、重要人员的运输和调度任务。完成以上任务
需要不时与国民党第三战区沟通协调，胡金魁负责领取新四军的军饷和
物资，忻元锡负责运输。曾在南昌携手作战的故友，在上饶再次重逢，
各自身担重任，继续通力合作。

当时的上饶，因为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长官驻地，抗日救亡的氛围
较为热烈，抗日救亡团体也有很多，他们在上饶的大街小巷，用各种形
式来宣传抗战，上饶人民的抗战热情日益高涨。在这样的气氛下，上饶
开明乡绅、瓷器老板严润泰、严鸿泰兄弟萌发了烧制“抗战瓷器”的念
头，售卖的瓷器刻有“抗战
到 底 ”“ 杀 尽 倭 寇 ” 等 内
容，在上饶军民广受欢迎。
胡金魁遂委托严氏兄弟烧制
一款茶具赠予忻元锡。严氏
兄弟接到胡金魁的委托后，
精心绘制象征着美好祈愿的
村居图，配上铿锵有力的

“抗战到底”字样，昭示了
中华儿女抗击日寇的决心和
勇气；以胡金魁手书赠送忻
元锡的时间和地点落款，层
次分明，寓意深刻。忻元锡
收 到 这 把 茶 壶 后 ， 十 分
爱惜。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自
1938 年 1 月成立至 1941 年 1
月正式撤销，三年的时间里
历经艰难坎坷，黄道被暗
杀，下属各办事机构也屡次
遭到打击，但革命先辈始终
信念坚定、初心不改，以保
家卫国为己任，为抗战、为
革命，穿过敌人的封锁，奔
忙在大江南北。胡金魁与忻
元锡相识相交于南昌，相知
相惜于上饶，战友情、家国
情交织，投射在这把“抗战
到底”茶壶上。一把小小的
茶壶寄托着无数革命志士和
爱国民众对中华民族必胜的
坚定信念和对美好未来的
祈愿。

新时代以来，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全
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与文物保
护利用休戚相关的政策。文物工作方针在继承发展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实践总
结提炼升华为“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
代文物工作方针。这些事关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大政方针和顶层设计，以磅礴之
力指导引领着全国文物工作。位于三晋东南、晋豫两省接壤之处的晋城市，立足
自身古建资源丰富的文保实际，以保护管理筑牢根基、挖掘价值文化四方、活化
利用惠及民生进行了诸多实践，具有一定借鉴和参考意义，也为进一步扎实推
进古建保护利用工作明确了方向。

晋城古建资源概况

晋城村村有庙、处处有堡。根据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的公布数据，全市不可移动文物总量 6601处，居全省第四。每平方公里文物
密度约 0.7处，居全省第一。其中古建类文物 5447处，占不可移动文物总量的
82.52%。元代及元以前木结构古建筑 132座，占到全国 628座的 21%，占到全省
518座的 25%。晋城市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2处，数量位列全国地级市
第四。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47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47处。其中古建类的文保单位488处，占到国省市县四级文保单位总量773处
的 63.1%。古建资源在晋城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中居于大宗，是全市文物
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重点。

晋城古建保护利用的实践成效

从政策上看。2013年，为了进一步保障和支持文物事业发展，地方财政出
台了《晋城市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2023年根据工作实际修
订为《晋城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9年颁布施行了《晋城市太行古
堡群保护条例》。2022年晋城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古堡申遗，建设一批地
域特色博物馆，积极创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些政策的实施为晋城
市大力推动文物活化利用，确立了指导思
想、保障措施和法律依据。

从人才上看。2013 年前，晋城全市文博
系列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仅 4 人，其中正高 1
人，副高 3 人，且 3 人退休；开展古建保护与
利用工作的文博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与 5447
处古建之比为千分之七，人才严重不足。
2013 年至 2022 年 10 年间，全市共培养在职
文博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4 人，总数达到 18
人；其中正高 1人，副高 17人；在职 13人，退
休 5人；市直 13人，所辖六县 5人。开展古建
保护与利用工作的文博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与5447处古建之比增加到千分之三十三，近

乎2013年前的5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显著提升。与此同时，中初级专业技
术人员也大幅增加，形成了“传帮带”的人才梯队态势，有力地促进了全市各项
古建保护与利用工作的有序开展。

从文物资源利用看。以 2013年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廷
敬故居所在地晋城市阳城县皇城村为例，该村多年来依托文物资源发展当地文
化旅游产业，取得丰硕成果，成为典型。2022年5月，阳城县委县政府提出“打造
樊溪河畔共同富裕先行区”，由皇城村牵头联合郭峪村、大桥村、史山村、沟底村
五村文旅资源融合发展，推进高端民宿、特色餐饮、民俗演绎、古城“夜经济”等
特色品牌项目建设。其中郭峪村古建筑群于 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建设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大桥村海会书院位
于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会寺内，于2021年建设成为国家4A级旅游
景区。五村施行统一管理运营，实现资源共享、品牌共享、人才共享等，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文旅融合发展链条，带动了五村集体和百姓增收致富。2022年 10月，
该区域被山西省商务厅评审公示为第一批“省级夜经济生活集聚区”。2023年4
月，皇城村代表晋城申报了《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

对晋城古建保护利用的探索思考

从继承发展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乡土社会由于人口的不断
外溢，单向流动多，双向流动少，而古建又大多分布于乡村，为日常的保养维护
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 2021年发布的晋城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全
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 1376521人，占 62.72％；居住在乡村的人口
818024人，占37.28％。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13204
人，乡村人口减少297810人。乡村人口的大幅减少，带来一系列庙宇类、民居类
古建无人看护问题；大量未上等级的一般古建面临“小病不治、大病难医”的窘
境，多见濒于坍塌消失，古建的社会功能发挥得也不够。目前晋城古建的社会功
能多体现于旅游、民宿、博物馆化等方面。若结合古建的原有功能，在充分保护
的基础上，宜商业的发挥其商业功能，宜教育的发挥其教育功能，宜居住的发挥
其居住功能等，使古建的原有功能结合当下社会需求，迸发出新的社会功能和
活力，从而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使古为今用、古今传承、古今融合，充分体现出
古建所蕴含的文化底蕴，以文物的视角彰显古建保护利用理念和文化自信。

从基础科研看。晋城的古建研究多集中在人文学科，常见于建筑形制、历史
沿革、规划选址、文化传承、传统技艺方面，如建筑断代、文化信仰、壁画考证等。
对与古建密切关联的各类材料的成分与结构，研究尚且不够；对古建相关材料
的物理、化学性能也知之甚少，需要借助理工学科开展微观研究。以古建常见的
基础材料为例，就木料而言，当下对其种类、树龄、力学等没有系统的认知，多是
经验之谈，加强此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古建保护利用，也可为生态研究提供
有益参考；就石料而言，在大量的修缮方案里不见质地、硬度的分析，缺乏现代
科学意义上的数据支撑，无法更好地传承提升古建修缮工艺；就砖瓦料而言，可
对其密度、强度、渗水性、抗冻性等进行探讨研究，了解不同时代砖瓦的烧制工
艺、成分构成等相关问题，为古建修缮所用。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晋城的古建种类繁多，含城垣城楼、宫
殿府邸、宅第民居、坛庙祠堂、衙署官邸、学堂书院、驿站会馆等共计15小类，这
些古建不仅见证着文明传承，更承载着文化记忆，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
遗产和精神守望。今天站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中，我们必须守正创新、不辱使
命、守土尽责，在与古建的时空对话和文明传承中，让古建保护与利用事业历久
弥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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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死守 紧急抢险 全力确保云居寺文物安全

新时代晋城古建保护利用的实践与思考
程勇

郭峪村古建筑群全景 海会寺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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