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修缮工程主要针对东、西两路建筑，对 30个
文物殿座的台基、墙体、木结构、屋面、地面、油饰、彩
画开展修缮，修缮面积达 3227平方米。工程力求恢复
文物历史风貌，以修缮为主，对不当人为干预造成的
问题采取补救措施。自明清以来，在不同时代、不同功
能和不同业主的使用和干预下，建筑本体受到不同程
度的改造、加建和破坏。本次修缮前，建筑整体格局尚
存，结构体系基本完整，但构件细节、屋面、墙体、地
面、装修做法形制样式等已不甚规矩，与始建时期有
很大差别。经过详细勘察测量，根据残损的老建筑平
面布局、用材、工艺等特征，判定原始形制、做法。修缮
过程中严格遵守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则。

修缮工程坚持蒙藏学校时期的建筑原状，注重保
存和修复对历史史实、历史原貌、历史格局有支撑作
用的原始做法、形制、工艺及材料，对不同时代、不同
形制的做法加以识别，保护建筑风格的多样性、建造
工艺的地域性和营造手法的独特性，留存蒙藏学校时
期的建筑装修以及在物资匮乏时代较为灵活的修缮
营造方式。

原结构、原形制的保证：工程修缮施工中遵循文
物建筑各部位的原结构、原形制，参照历史图片资料
实施修缮。

原材料的使用：工程修缮施工中使用文物建筑的
原材料实施修缮。屋面瓦面揭瓦施工过程中，挑选出
旧瓦放在前坡使用，从而留存老建筑的样貌。室内地
面施工时利用原有完好古建砖进行细墁，力求体现出
建筑古朴沧桑的风格。

原做法工艺的保持：工程修缮施工中遵循文物建
筑各部位的原做法，9#府门彩画参照现存建筑做法工
艺实施修缮。

在修缮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难点，例如文物建筑
打开后的情况复杂，根据隐蔽部位病害据实调整修缮
措施。在修缮过程中，随着施工进场拆除违建、开挖地
面、屋面揭除，工程出现了文物修缮疑难问题。文物建
筑打开后病害较多，包括大木构件糟朽程度不一，13#
屋面为苇席做法，过厅砖隔墙无基础，正房屋面大部
分瓦件松动、瓦泥酥粉无黏结力，调整修缮方案重新
审批用时较长影响工期。针对以上难点，项目部与设
计、监理、文保单位、文物局有关人员及时联系，共同
研究，对文物建筑屋面瓦件样式、屋面修缮调整、墙体
处理、府门彩画修缮、大木墩接等补充修缮措施进行
古建专家论证，听取专家意见建议并结合设计方补充
现场勘察情况，完善修缮技术措施。针对不同病害情
况提前进行材料技术各项准备，及时调整施工进度计
划，做好工程量确认，减小对施工总体进度的影响。

修缮过程中也不乏亮点，如搭设连体脚手架。由
于工程分为东、西两路建筑，且文物殿座较多、体量
大，为了提高施工效率，加强架体整体平稳性，按东、
西院建筑布局搭设了整体双排落地式脚手架，外侧采
用爬架网封闭，屋面设置防风雨棚，满足了季节性施
工需求，又使各殿座脚手架整体连接，便于各个作业
面的通行及材料运输，减少现场人员上架次数，提高
屋面施工效率，有效缩短了工期。突破难点，凸显亮
点，同时也具有创新点，科学技术助力传统工艺的运
用，在延续传统建筑材料与工艺做法的同时，综合运
用三维影像记录、激光定位技术、放射性碳测年技术、
木材切片材种鉴定、微观显微分析和热裂解-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PY-GC/MS）等科学技术，从宏观尺度
到微观材料进行检测，更加科学、精准地掌握文物历
史信息。以府门上架的墨线大点金旋子彩画（麻灰地
仗）为例，由于府门在历史上曾用作厨房门，现存彩画
表面普遍发黑，有明显的烟熏油渍结垢，伴有积尘、裂
纹、起甲、离鼓、脱落、缺失等病害，残损较为严重。修
缮工程要求对历史彩画进行清理、保留，以加固、回
贴、简单物理清洗等方式为主，少量缺失部分断白随
色。通过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用（PY-GC/MS）技
术分析，发现样品中蛋白质含量少，特别是白色灰层，
可知其制作过程中血料用量很少，是清中早期的地仗
做法。施工中对彩画大面积缺失构件、捉缝灰和通灰
使用了净满地仗工艺来修补，这是科学技术助力传统
工艺的生动实例。修缮过程就是这样来保持蒙藏学校
建筑群的完整和健康以及文物建筑的历史真实性和
完整性，有利于历史环境的塑造和文化遗产的整体可
持续保护，向公众展示蒙藏历史、民族文化、中华文明
共同体等重要文化主题。本工程作为重点工程，得到
北京市领导及相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自开工以来
外部检查累计 300余次。项目部对文明施工做出了明
确分工，定期分析各专业分包商施工安全、施工质量、
施工进度、环保及防止扬尘状况，召开协调会议，及时
解决问题。落实考核管理制度，把质量目标分解落实
到施工队、施工现场，全面实行标准化规范管理。处理
好工期和质量的关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推进施工
进度，在保证环保文明的前提下加强建设成本管理。
本工程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做到了安全无事故。

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努力，让蒙藏学校旧址焕发
出新的生机。老一代古建匠师手中的技艺是对历史的
敬畏和尊重；中年一代承上启下，既继承老一辈的技
艺，又不断寻求创新和发展；年轻一代充满活力、勇于
创新，将古建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为古建修缮事
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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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学校旧址保护展示工程
古建修复传承经典 匠心筑梦再焕荣光

历史传承与现代价值的交融之地

在北京西单繁华的商业区中，有一座四合院隐藏其中，与周
围充满现代感的商业建筑形成鲜明对比，那就是位于西城区小
石虎胡同33号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蒙藏学校旧址。经
过古建匠师们的精心修缮，蒙藏学校旧址于 2023年 3月 29日正
式向社会开放。

蒙藏学校旧址分为东西两个院落，东院共14栋建筑，西院共
16栋建筑，占地面积约 1.2公顷，建筑面积 3227平方米。东院始
建于明永乐年间，迄今已有 600 余年历史，初为常州会馆，清时
为右翼宗学，民国时为松坡图书馆。西院建于清康雍时期，初为
傅伯府，后为绵德府（贝子府）、毓公府，1916年租借给蒙藏学校
办学，1928 年正式划拨。1931 年蒙藏学校购买东院扩充校舍，
东、西两院合为一体。1931 年至 1949 年，蒙藏学校先后更名为
北京蒙藏学校、北平蒙藏学校。1951年，蒙藏学校合并到中央民
族学院，改为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1972 年更名为北京 160
中学，1978 年改回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1987 年该校搬离。
1988 年改建为民族大世界商场，2014 年完成腾退。2001 年，蒙
藏学校旧址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第六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 4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将蒙
藏学校旧址列入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
址名单。2021年3月，蒙藏学校旧址被列入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
物名录。

蒙藏学校旧址不仅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艰
苦努力和卓越成就，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文化和
历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发
展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在旧址保护利用方面，北京市与国家
民委等多方合作，加强对旧址的保护和修缮，确保这一革命历史
遗迹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北京市还注重发挥蒙藏学校旧址
的教育功能，通过组织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展览和研讨会等，让
更多人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历史和经验。
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也促进
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未来，北京市将继续加强对蒙藏学
校旧址的保护利用工作，将其打造为展示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
历史和经验的重要窗口，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蒙藏学校旧址处于北京西单商业中心区，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区位优势使其在功能设置上强调公共教育和文化价值，疏解
周边密集人流，提高西单地区的文化品位。文物修缮、环境整治
主要依据近现代形制进行恢复，让公众多方面了解清代至民国
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的成就和发展，传承红色文化，促进红色
旅游，助力经济发展。

蒙藏学校旧址修缮项目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文化的
传承。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蒙藏学校旧址得以重现昔日光彩，
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的桥梁，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
胜利，更是一次文化的胜利。

蒙藏学校旧址的修缮，不仅是对一座历史建筑的修复，更是
对一段历史的追忆和传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
感受到文化的魅力，更能体会到匠人们对文化的热爱。 严格遵循传统，科技助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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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瓦面修缮效果

进行此次项目修缮的北京城建园林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国内较早的国有园林古建施工单位
之一，成立于1952年，原隶属于北京市园林局，现为北京城建集团
下属国有全资子公司，是集施工总承包、古建修缮、园林绿化、仿
古工程、市政工程、装饰工程、勘察设计运行于一体的园林古建综
合服务商和中国传统园林古建文化的传播者。

公司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同时
为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北京市园林绿
化协会、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北京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等
协会会员单位。

公司具有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一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装
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特种
工程（建筑物纠偏和平移）专业承包不分等级、特种工程（结构补强）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资质，可承担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境外承包工程
业务。公司所属北京华宇星园林古建设计有限公司具有文物保护工
程勘察设计甲级资质和建筑行业（建筑）设计专业乙级资质。

公司自 2004 年始为 ISO9001、ISO14001、GB/T28001 认证单
位，同时是银行资信3A级企业、中国质量3A诚信企业、北京建设
行业3A诚信企业、北京园林绿化行业3A诚信企业、全国古建筑施
工企业10强、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企业50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多项古建修缮技术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公司具有系统完整的古建筑施工技术支撑体系，现有教授级
高工、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北京大工匠、北京市西城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主编的行业标准《古建筑传统彩画工技
能标准》、北京市地方标准《文物建筑工程施工控制规范》和参编
的国家级行业标准《古建筑工职业技能标准》、北京市地方标准

《文物建筑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均已发布实施，主编《古建筑传统
彩画工》培训教材已出版发行。

公司业务遍布大江南北，先后承担了天安门、故宫、端门、前
门、天坛建筑群、景山建筑群等一系列北京中轴线工程，长城、颐
和园、香山公园、中山公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建筑修缮工程，北京
卧佛寺、碧云寺、潭柘寺、戒台寺、青海瞿昙寺、玉树新寨嘉那嘛呢
震后文物保护抢险修缮等宗教建筑修缮工程，中共中央北京香山
革命纪念地建筑修缮工程、钓鱼台养源斋修缮工程及附属工程、
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修缮工程等一系列革命文物修缮任
务，河北雄安金湖公园、保定市中央公园、鲁岗公园、安徽濉溪乾
隆湖、园林博览会北京园等园林园艺施工项目，国庆天安门广场
花坛、北京新机场市政绿化、2022年冬奥会（国家速滑馆）市政绿
化、环球影城市政绿化、北京万亩造林工程等园林绿化施工项目，
英国燕秀园、曼彻斯特中国城牌楼、德国得月园、加拿大枫华园酒
店、日本天华园、天寿园、孔子公园、约旦国际公园、哈萨克斯坦北
京大厦等一系列涉外工程。70 余年辉煌历程创建出百余项国家
级、省部级优质工程，获得鲁班奖、詹天佑奖等奖项，弘扬“传承”
精神，尽显“国匠”风采。

（供稿：北京城建园林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