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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下旬，因出差山西的机缘，再度拜访 柴泽俊 先生。 柴泽俊 先生从1954年始从事古代建筑的修缮、勘查、研

究，至今已54年。虽已退休多年， 柴 先生却从没有停止过对古建筑修缮保护事业的关注和思考。下面的谈话，就是 柴 先生

关于当前古建筑修缮保护现状的最新意见。这些意见，有的在1999年出版的《柴泽俊古建筑文集》中已有过论述；有的在两年

前为山西省文物局编辑的《山西文物建筑保护五十年初编》（山西省文物局，2006年）写的专稿《五十年来山西文物建筑保护

工程及其成就》中再次论及，可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但是，他不断的重复和强调，言语间流露的担忧，他的直言呼吁

却依然十分让人震动。 柴 先生现已75岁高龄，由于身体原因，行走书写已不太方便，于是，经商 于 先生，将他的谈话，代

为整理，贡献给关注中国古代建筑修缮保护事业的读者。  

 

古建筑修缮工程本身就是  

古建筑领域最大的科研  

我搞了一辈子古建筑修缮，当了一辈子匠人，可我认为我的一生，是调查研究的一生。地面上保存的建筑，我尽最大的努

力去考察、研究，弄清楚。我对山西的古建筑作了系列的研究：除木构建筑外，还对山西古代彩塑、寺观壁画、琉璃，一项一

项作了专门的调查。现在有一种认识，好像修缮古建筑就是做工程，而研究是另外一件更高的工作。我不这样看。修缮是古建

筑领域最大的科研。不做研究只做修缮，我就不相信能修缮好。不调查研究就去修，那是盲目的，肯定要出麻烦，肯定是个下

坡路的结局。  

       我的《文集》（《柴泽俊古建筑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勘查研究篇》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那都是为修

缮这些建筑做勘查研究的成果，都是为修缮古建筑服务的。现在看来，有些断代并不准确。但是，每一幢古建筑本身的特点，

我是做了认真仔细的研究和记录的，在修缮时十分小心谨慎，比如修晋祠圣母殿，做到“修了和没修一样”，把它的特点都尽

可能保留了，保存了圣母殿的原状。以后的学者再继续研究北宋建筑，这个例子还是可以放心参照的。我关注山西的泥塑、壁

画、琉璃等等，也都是为修缮服务的。它们是一座古建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你不研究，不弄清楚它们的历史脉络、做法、

风格以及与建筑的关系，怎么修？  

有时候别人不承认我的这些东西是研究成果，我觉得非常遗憾。  

上世纪80年代成立山西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我做了三件事：1．花100万元买资料，把关于古建筑的所有资料能买的都

买来了。没有书，怎么做研究。2．花100多万元建了一座木材库。我们修圣母殿期间用的都是干木材。3．花100多万元买近景

摄影测量仪，当时在全国是最先进的设备，以提高勘查测量的技术水平。这都是从保护维修古建筑出发的。  

我有一个观点：搞古建筑的人，要掌握三门知识。一要有文史知识；二要有考古学知识；三要有工科的技能。三者集于一

身，才能得心应手。要自己能勘查、能考证、能懂工程，才能把古建筑修缮的工作做好。  

可是，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自上而下就不怎么重视科研的问题了。受市场经济影响，古建筑修缮工作越来越成为单

纯的土木工程。轻研究、重工程，成为一种风气。现代建筑工程中的一些不良风气也在入侵古建修缮工作领域。而对古建筑从

历史文物角度的保存、利用和流传下去等问题的考虑，却显得有些缺失，这是十分可惜的。  



施工是修缮古建筑的关键  

修缮古建筑，维修方案文本仅仅是质量保证的30％，真正要做好，恐怕70％在施工。比如材料的选择、加工；原构件的拆

卸、保护、复原、安装，都是施工过程中的问题。  

任何一座古建筑，风吹雨淋、年久失修，构件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如何小心翼翼地拆卸、保护原状、加固、归安，都不

是任何文本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每座建筑情况不同，操作方法也不全一样。如果不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不总结技术方法，古

建筑要修好不过是一句空话，设计文本不过是一张空纸而已。比如，木构件上的彩画，如何保护？如何使它更加牢固？拆卸时

就要加固，拆卸时要把它当成珍贵的文物小心翼翼地拆，拆下来要仔细稳妥地包装，归安时也要极其小心，这样才能保证残存

的彩画在修缮过程中不至于受损或破坏。  

想修好古建筑，就必须像修青铜器、古字画一样，忽视操作规程、工艺特点，随便说几句统摄全局的话，是没什么实际意

义的。  

因此，古建筑修缮过程的审批监管部门，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古建筑修缮工程，施工是关键。抓方案文本的审查重要，抓施

工一线的管理更重要。培养一批古建筑修缮方面的科学技术人才，特别是施工一线的人才，更是保证修缮工程成功的关键。  

应该像对待商周青铜器  

一样对待古建筑  

现在流行一种观点，只要是按原规制、原工艺加工，更换古建筑的构件是可以的，不影响“修旧如旧”的原则，有人还起

草了一个文件，让我签字，我拒绝了。  

我坚决反对更换构件。古建筑是由成百上千的构件组成的，这些构件的细部所反映的特点，共同构成一座建筑物的特点，

是一座古建筑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更换是要很小心的。我修的古建筑，原构件都在95％以上。即便

按原工艺做，只要把古建筑的原构件换掉30％，那就大大伤害了古建筑的元气和价值；如果换50％的话，那一座唐代建筑就只

是唐代的原大模型或者仿唐建筑，那就是一次重建而不是修缮。  

请问，按商周的工艺、原规格重铸一件商周的青铜器，能不能说就是商周青铜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古建筑为什么

就可以？！我也反对随意搞油饰彩画，古建筑经过千年形成的那种样貌，你一定要重新油饰一新，那不就等于把青铜器上的铜

锈擦掉？！  

应当十分注意保存古建筑  

构件的细节的原状  

现在修缮古建筑中，不大重视建筑物的细部，这和更换构件的性质是一样的。现在有些古建筑修缮工程申报文本，图画得

很好看，但仔细检查，都有问题。因为把很多细部的特征画没了，画成一样了。可是实际上每一个时代的每一座古建筑细部都

不一样。没有一座完全一样的古建筑，也没有完全按《法式》做的古建筑，因此古建筑修缮必须是个案，修缮时必须重视各自

的特点和细部。如果对细部做法不重视，修的时候就可能改变其工艺手法，修完以后就看不出是什么时代的了。细节方面的特

点看不见了，仅剩大构架还可见些特点，这是十分可惜的。比如柱头卷杀，唐、五代、辽、宋、金、元、明、清都不一样。如

果古建筑修完后，这些差异不见了，后续的研究就没办法进行。斗拱细部也是如此。再比如山西的明清建筑和北京的官式建筑

做法很不一样，如果不加考虑，把官式的东西强调到山西或者全国去，那也是很值得警惕的。  

光是做木构研究的人知道这些细部变化是不够的，关键是必须要主持修缮工程的人注意。我说修缮工程是最大的研究，落

脚点就在这里。修缮工作的目的是让这些珍贵的古建筑遗产能够保存下来，存在下去，保存古建筑的历史原貌的意思，我看就

是得这么理解。  

古建界要特别重视对传统营造  

技术的全面关注和研究  

中国建筑的保护修缮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这些过去的应用科学、科学技术、操作规程，都应该总结，这样我们古建筑保

护的理论才可以充实起来，不至于使它贫乏起来。比如，用鱼鳔胶加白矾固定石碑，可保几百年上千年不倒，依然坚固，那么

为什么非要用新的化学材料，30年20年就失效呢？！传统的技艺不一定是落后的，应该研究它。不能动不动就用新办法代替旧

办法。许多新方法不一定能适应古建筑的保护修缮。  



现在古建筑保护领域出台很多的新文件、新理念。我看，对50年来的古建修缮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也是必不可少的。古建

筑，不管怎么说，都是实践的科学，应该对实践的结果进行总结研究。  

当务之急是普及古建筑修缮  

保护的基本知识  

我认为，当前首先要普及文物保护研究的基本知识，使人们了解古建筑文物的价值，了解古建筑的历史、科学、技术、艺

术价值特别是其深厚的文化价值及广泛的社会价值。以元代建筑例，元代建筑一般用料随意，为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当时信

仰高涨和经济贫乏矛盾的反映。经济不好，但信仰又很厉害，没钱修庙，于是就只好采原木。修缮、研究元代建筑，要特别注

意它的细节，特别是使用原木带来的梁架、节点的变化是很重要的。  

现在文物价值评估有了专门的方法，但特别要小心，注意不要犯简单化的错误。古建筑的价值不要轻易断定！因为它们反

映的内容太多了，我们需要仔细深入研究个案才能作出判断，而且是局限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科技、研究水平的判断。所

以，当前的急务是，普及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知识、基本原则，在文物建筑面前保持谨慎的头脑，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座古建

筑，尽可能把它们的原状——历史的、科学的、文化的、社会的特点保存下来，流传下去。保护修缮古建筑也应该可持续，不

要野心膨胀，想毕其功于一役，胆大心不细。这样，后果往往无法挽回。  

前人的成就是后人工作的基础  

古建筑保护工作应该是可持续的，也反映在后人学习和继承前人的经验上。不仅仅是古代的经验，还有我们自身实践的经

验。  

我曾经说过：前人做出一些成就，花了50年，如果你用5~10年时间学过来，接受下来，再突出1厘米就是尖端，就是新的

成就。如果忽视前人，你从平地起哪怕一厘米，都很难，起来了，那是空的，也是空中的楼阁，靠不住的。  

我这样说不是为了什么个人成就的取得，而是古建筑保护的工作的需要。我认为，总结许多修缮经验，总结古建筑传统修

缮方法，把它们科学化、条理化，本身就是保护古建筑的最大的科研。在山西大学的古建筑培训班上我曾经给学生出过一道考

试题：“元代建筑与唐宋辽金建筑及明清建筑的差异。”我自己了解古建筑就是从永乐宫元代建筑开始的，古建筑维修的学习

和修缮经验的积累也开始于元代的永乐宫迁建工程。我想凡是在山西继续从事古建筑修缮维修工程的人，都必须一代代做这个

题目。  

 

作为解放后最重要的古建筑研究者之一， 柴泽俊 先生的特异之处，在于他始终的“匠人”身份。他没有受过正规的科班

建筑学或者建筑工程的教育，他一生的经验来自于勤奋的自学，来自于实践，来自于不知疲倦地察看山西的每一座古代建筑。

他的著作和研究来自于实践。他的忧思也来自实践。事实上，对于中国古代建筑这一古代手工业制度的产物而言，没有比来自

于一线“工匠”的建议更值得关注的了。因此，当前古建筑研究界或许应该重视研读 柴泽俊 先生的文字甚至研究 柴泽俊 先

生的实践。山西省文物局编辑的《山西文物建筑保护五十年初编》（山西省文物局，2006年）中收录 柴 先生《五十年来山西

文物建筑保护工程及其成就》一文，全面总结了山西50年来古建筑保护工程的实践，不仅是山西古建界需要学习的文献，考虑

到山西古建筑在全国所占比例之巨，山西古建筑修缮保护实践对全国意义之重，也应该成为全国古建筑保护研究领域认真研读

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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