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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古建筑保山西古建筑保山西古建筑保山西古建筑保护护护护事事事事业业业业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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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表里山河，钟灵毓秀，是国内外知名的文物大省。现存古代建筑达28000余处。是中华民族建筑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

产。山西古代建筑品类丰富，包括城池、寺观、坛庙、祠堂、古塔、石窟、衙署、民居、桥梁、牌楼等，素有“中国古代建筑宝库”之称。 

山西文物建筑保山西文物建筑保山西文物建筑保山西文物建筑保护护护护的的的的发轫发轫发轫发轫与与与与奠基奠基奠基奠基 

（（（（1951～～～～1978年）年）年）年） 

 

         

        山西的古建筑保山西的古建筑保山西的古建筑保山西的古建筑保护护护护事事事事业业业业是是是是从从从从中中中中国国国国营营营营造造造造学学学学社社社社为发轫为发轫为发轫为发轫的，的，的，的，20世世世世纪纪纪纪的的的的30年代中期，以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年代中期，以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年代中期，以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年代中期，以梁思成、林徽因先生为为为为核心的中核心的中核心的中核心的中国国国国古建筑古建筑古建筑古建筑研研研研究究究究组组组组，先，先，先，先

后四次后四次后四次后四次对对对对山西雁北、忻州、山西雁北、忻州、山西雁北、忻州、山西雁北、忻州、晋晋晋晋中、中、中、中、吕吕吕吕梁、梁、梁、梁、临临临临汾等汾等汾等汾等区区区区域的多域的多域的多域的多处处处处古建筑古建筑古建筑古建筑实实实实物物物物进进进进行行行行调调调调查查查查，山西重要的古建筑，山西重要的古建筑，山西重要的古建筑，山西重要的古建筑————————佛光寺、佛光寺、佛光寺、佛光寺、应县应县应县应县木塔、木塔、木塔、木塔、华严华严华严华严

寺、善化寺、云寺、善化寺、云寺、善化寺、云寺、善化寺、云冈冈冈冈石窟、石窟、石窟、石窟、广广广广胜胜胜胜寺等都留下了他寺等都留下了他寺等都留下了他寺等都留下了他们们们们的汗水和足的汗水和足的汗水和足的汗水和足迹迹迹迹。梁先生以近代科。梁先生以近代科。梁先生以近代科。梁先生以近代科学学学学的勘察、的勘察、的勘察、的勘察、测测测测量、制量、制量、制量、制图图图图技技技技术术术术和比和比和比和比较较较较、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分析方法，结结结结合合合合

宋《宋《宋《宋《营营营营造法式》等文造法式》等文造法式》等文造法式》等文献献献献对这对这对这对这些古建筑些古建筑些古建筑些古建筑进进进进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认认认认真真真真细细细细致的致的致的致的研研研研究，他以究，他以究，他以究，他以实实实实事求是的事求是的事求是的事求是的态态态态度，以古建度，以古建度，以古建度，以古建为师为师为师为师、以匠工、以匠工、以匠工、以匠工为师为师为师为师、以文、以文、以文、以文献献献献为师为师为师为师，，，，开创开创开创开创了了了了

中中中中国国国国的建筑史的建筑史的建筑史的建筑史学学学学，也，也，也，也为为为为山西古建筑的保山西古建筑的保山西古建筑的保山西古建筑的保护护护护事事事事业业业业奠定了良好的基奠定了良好的基奠定了良好的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础础础。特。特。特。特别别别别是五台山唐建佛光寺的是五台山唐建佛光寺的是五台山唐建佛光寺的是五台山唐建佛光寺的发现发现发现发现，成，成，成，成为为为为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古建筑古建筑古建筑古建筑研研研研究史上的重要究史上的重要究史上的重要究史上的重要

里程碑。在中里程碑。在中里程碑。在中里程碑。在中国国国国营营营营造造造造学学学学社社社社汇汇汇汇集的集的集的集的众众众众多文多文多文多文献献献献中，《大同古建筑中，《大同古建筑中，《大同古建筑中，《大同古建筑调调调调查查查查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晋晋晋晋汾古建筑汾古建筑汾古建筑汾古建筑调调调调查查查查纪纪纪纪略》《略》《略》《略》《记记记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丰丰丰丰富翔富翔富翔富翔实实实实

的文的文的文的文献献献献所所所所确确确确立的思想原立的思想原立的思想原立的思想原则则则则、工作方法和、工作方法和、工作方法和、工作方法和调调调调研研研研手段，手段，手段，手段，对对对对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古建筑保古建筑保古建筑保古建筑保护护护护有有有有着着着着重要的重要的重要的重要的学学学学科奠基作用和思想科奠基作用和思想科奠基作用和思想科奠基作用和思想启启启启蒙意蒙意蒙意蒙意义义义义，成，成，成，成为为为为古建筑保古建筑保古建筑保古建筑保护护护护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不可或缺的重要不可或缺的重要不可或缺的重要不可或缺的重要资资资资料。料。料。料。 

    山西的古建筑保护事业是从中国营造学社为发轫的，20世纪的30年代中期，以梁思成、林徽因先生为核心的中国古建筑研究组，先后四

次对山西雁北、忻州、晋中、吕梁、临汾等区域的多处古建筑实物进行调查，山西重要的古建筑——佛光寺、应县木塔、华严寺、善化寺、云冈

石窟、广胜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汗水和足迹。梁先生以近代科学的勘察、测量、制图技术和比较、分析方法，结合宋《营造法式》等文献对这些

古建筑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古建为师、以匠工为师、以文献为师，开创了中国的建筑史学，也为山西古建筑的保护

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五台山唐建佛光寺的发现，成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中国营造学社汇集的众多文献中，《大同

古建筑调查报告》《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丰富翔实的文献所确立的思想原则、工作方法和调研手段，对中国古建筑

保护有着重要的学科奠基作用和思想启蒙意义，成为古建筑保护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解放后，初创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对文物保护工作高度重视。1951年，省政府成立了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

山西境内的文物保护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文管会下设有秘书室、勘察组、古建组和保管组四个机构，同时，在全省成立了五台山、太原晋祠、洪

洞广胜寺、临汾尧庙、稷山青龙寺、芮城永乐宫、晋城玉皇庙、大同云冈石窟、朔县崇福寺、应县佛宫寺等十个文物古迹保养所。随着国有文物

专业管理队伍对文物建筑的专业管理和日常养护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山西省的文物管理工作开始纳入了国家体制。进入六十年代，随着地方管理

队伍的进一步壮大，机构的不断健全，十大所除五台佛光寺外，皆移交给了地方管理，并更名为文物保管所。省文管会古建组配合国家文物局专

家学者，与地方文化局及文物保管机构协同作战，共同开始了对山西文物建筑的调查、维修、保护和管理。 

  新中国的建立，不仅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也使古老而珍贵的文物建筑摆脱了战火的威胁，但多数历史悠久的古代建筑在经过数百上千年的

风雨侵蚀，难免基沉屋漏，摇摇欲坠，急需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抢修加固和修缮保护。因此，摆在文物工作者面前的保护任务十分艰巨。

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一些亟待抢救的古建筑得到了重点保护。这期间，古建组负责修缮了晋祠鱼沼飞梁、晋祠献殿、崇福寺观音殿、佛光寺文

殊殿、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大同九龙壁、交城玄中寺、五台显通寺无量殿、五台延庆寺、晋城景德桥、潞城原起寺、晋城青莲寺正殿，晋祠水镜

台彩画等20余项工程。余者基本做到了修修补补，不塌不漏，从而使山西省重点古建筑的安全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 



  山西是文物大省，保存下来的文物遗存极为丰富，摸清文物的家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理清家底存量，合理规划保护，不仅是文物工作者

的重要责任，更是共和国对国家文化资源的战略抉择。1957～1958年，首次文物大普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山西的文物工作者在省文管会的组织

领导下，组成了若干小组分赴全省各地进行文物大普查。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文物工作者们响应党的号召，不讲条件，不怕艰辛，自备行李、干

粮，日步行十余里或几十里，走村串乡，翻山越岭，荒原阶地，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通过这次普查，文物工作者搜集了许多资料，采集了

大量标本，并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古建筑、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这次文物普查收获巨大，初步摸清了文物家底，建立起了山西不可移动文物的基

础信息，为山西历史文化的构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957年，为配合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黄河三门峡水库的上马，地处淹没区的著名道教宫观——永乐宫进行了异地搬迁。成为上个世纪50年代最

为宏大的古建筑保护工程项目。山西省文管会和古建组的同志积极参加，配合中央派出的工作组群策群力，共同面对，经过前后8年艰苦卓绝的

努力，工程于1966年告竣。永乐宫的搬迁，创造了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多项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古建筑保护

工程之一。永乐宫的迁建在我国建筑史上是一个创举，在世界建筑史和文物保护史上亦属奇迹。同时，这次迁建，为山西培养和汇聚了一批具有

文物工程管理素养，完整贯彻文物维修精神，施工经验丰富，操作能力堪称一流的能工巧匠，特别是使用传统方式，对永乐宫大型壁画的揭取保

护，异地上墙复位的技术，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在文物工作中的最佳体现，为山西古建筑保护事业的传承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南禅寺位于五台县东冶镇李家庄村旁，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其主体为唐代结构，殿内17尊唐塑更增添了它的文物价值。对南

禅寺的维修，从国家到地方都给予了高度关注，仅方案论证就经历了两年的时间，动员了国内建筑、考古学界专家杨廷宝、陶逸钟、刘致平、莫

宗江、卢绳、陈明达、于倬云、方奎光等多人实地考察，反复论证，修改补充完善修复方案，并报请国家文物局核准。1974～1975年，山西省文

管会按照批复方案，对南禅寺大殿进行了认真精到的修缮保护。南禅寺修缮最大的特点是以研究型方式推进保护修缮工作。凡修缮中的一切复原

都有所本，每增加一个构件都要有出处，每变化一个尺寸都要有根据。正是本着实事求是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使南禅寺大殿的修缮保护工程成为

那个时代最为优质的工程之一，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表扬。 

  芮城永乐宫壁画揭取、加固和安装工程、云冈石窟石质文物保护和南禅寺大殿落架修缮工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古建筑维

修史上的三项重大工程。1978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三项工程的科研成果受到大会奖励，这是对山西省古建筑保护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

和热情鼓舞。 

山西文物建筑保山西文物建筑保山西文物建筑保山西文物建筑保护护护护的的的的发发发发展展展展与与与与成熟成熟成熟成熟 

（（（（1979年～年～年～年～1999年）年）年）年）   

       1979年，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节拍，沐浴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春雨，文物保护事业又一次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这一年，运行

了近30年的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升格为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的文物保护事业开始了新的征程。12月，古建队升格为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

与山西省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商店成为山西省文物局的直属事业单位，共同担负起保护山西悠久历史文明的光荣使命。 

  机构的升格，平台的加大，带来了事业的全面发展。新组建的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在继承传统建筑的维修保护技术及工艺的基础上，更

加注重文物建筑保护的科学性，更加注重文物修复技术的提高。20年来，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以“保护·传承·发展·创新”为宗旨，整合多年的

保护经验，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和山西省文物局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和政府文物政策法令，有效开展文物建筑保护业务体系建

设，在文物建筑抢救、保护和管理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完成文物建筑的日常保养维修、抢险加固、局部修缮，重点修缮了200余处400余座文物

建筑，是50年代至70年代工程量的10倍以上。 

  回顾山西文物建筑维修保护的发展进程，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从1980年到1999年的20年中，保护修缮的重

要古建筑有: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平顺大云院中殿和后殿、长子法兴寺(搬迁)、柳林香严寺大雄

宝殿、介休祆神楼、五台山殊像寺、五台佛光寺文殊殿、繁峙岩山寺前殿、代县边靖楼、太原晋祠鱼沼飞梁、高平崇明寺中殿等100余项。 

  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在20年的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总结前辈保护修缮工作成果，不断摸索和积累新时期文物保护方

法，逐步掌握了丰富的施工经验和传统的工艺技术，在进行文物建筑保护工程中，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工作机制，工程规模上“点”、

“线”、“面”循序渐进，修缮原则上坚持原状和长久性保护，设计构思上强调理论和实物依据相互鉴证，修复方法保持“四原”（原结构方

式、原形制特征、原工艺、原材料）特征。在各种不同类型的修缮保护工程中，均能实施针对性和有效性的保护措施，保证较多的优良保护工

程，为山西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骄人业绩。 

  这一时期的古建工作以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修缮工程为代表。弥陀殿是寺内主体建筑，建于金皇统三年（1143年），是我国现存宋金木构建筑

中规模最大的佛殿之一。弥陀殿的修缮攻克了三大技术难题。一是弥陀殿柱子梁架和斗拱等大木构件腐朽残损严重，加固保护极为困难，但修缮

时仍尽量对原材料进行加固，继续使用，使原构件使用率达到构件总数的93%。二是壁画图案较大，画面酥软，揭取加固极易损伤，针对这种情

况，专家们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使壁画完好无损，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三是针对殿内金刚塑像倾斜严重的情况，在修缮前支撑了9根保护柱，



维修时使用绞车、滑轮等机械装置将其扶正固定，补泥着色，达到了预期目的。   

  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修缮工程结束以后,几经检查,安然无恙,得到国家文物局专家充分肯定,一致认为是“修旧如旧”的成功范例,1993年荣获建

设部“文物建筑勘察设计”二等奖。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外交流的逐渐增多，山西的文物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山西也成为人们研究、考察

和旅游观光的好去处，这更增加了我们对古建筑保护工作的信心和决心。特别是1992年5月西安第一次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提出 “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的方针后，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物建筑抢救保护工程，无论投资和工程量都超过了以往水平。在此期间，对110余处古建

筑进行了保护维修，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历时4年的晋祠圣母殿落架大修工程。 

  晋祠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圣母殿创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崇宁元年（1102年）重修，面阔七间，进深六间，平面

近方形，重檐歇山顶，主要木结构部分柱、额、斗拱、梁架等和殿内圣母像、侍女像、墨书题记、前檐廊柱上8条木雕蟠龙等都是北宋原作。圣

母殿建于悬瓮山脚基崖的淤土之上，基础前后硬度悬殊，随着地基的不均匀沉降，殿宇出现变形，元、明、清时虽几次修葺，仍不能改变这种状

况。再加上解放后太原外围工业迅猛发展，用水量猛增，地下水系改道，水位急剧下降，致使圣母殿殿基偏侧深陷，殿前檐和东南隅台基下沉近

0.5米，前后檐柱高低悬殊竟达0.7米，整个殿身向东南隅倾斜0.3米，梁柱歪闪，构件脱榫，荷载失衡，殿顶移位。1991～1992年，古建工作者对

之进行了地基钻探和现状测绘，制成《圣母殿勘察研究报告》和《修缮方案》，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审定并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于1993年7月

付诸施工。施工过程中，着重解决了以下难题：一是地基加固。根据圣母殿周围的环境，古建工作者采用人工和机械相结合的操作方法，将基桩

柱入山崖之内，不仅解决了殿堂基础滑坡和不均匀沉降问题，而且保存了殿基中原有的三道暗渠，若地下水位增高，仍可原位原状排出，同时也

使殿内塑像及周围古树安然无恙。二是木构件加固。圣母殿的梁、柱、斗拱等大木构件损坏严重，对原件尽量进行加固保护，然后原位安装，继

续使用。修复后的大殿，原有构件占到构件总数的95%以上。三是壁画加固。圣母殿原有拱眼壁画60余平方米。古建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解决

了两层拱眼壁画的剥离、加固和原位安装等许多难题。修整后的圣母殿保持了它的原貌、原件、原构，解决了如何在古建修缮保护工作中保持古

建筑原状这一困扰古建工作者多年的难题，是古建文物修缮保护科学技术上的全面性突破，也是古建工程与文物保护技术有机结合的产物。晋祠

圣母殿维修工程的结束，标志着山西省古建筑维修水平已达到了新的高度。 

山西文物建筑保山西文物建筑保山西文物建筑保山西文物建筑保护护护护的繁的繁的繁的繁荣荣荣荣与与与与鼎盛鼎盛鼎盛鼎盛 

(2000年～年～年～年～2011年年年年)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山西的文物保护事业步入了繁荣与鼎盛时期。此时期文物建筑的保护在理念、形

式、技术与手段等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保护理念由过去对单体文物的保护变为对文物单位的整体保护，并对本体的周边环境提出相应保护要

求；保护形式也由过去对建筑的单体进行修缮设计变为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对单体建筑的修缮维护变为对整组建筑群的修缮保

护，零星的分散修缮保护变为集中的片区修缮保护；保护技术与手段也由过去对建筑仅采用传统技术手段变为传统与科技手段相结合的方式。除

此之外，保护群体逐渐由原来仅依靠文物部门的自身力量变为与其他相关行业相结合，并在文物保护方面与其他相关行业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广

泛，保护研究越来越深入，使文物的价值在广泛领域得到全面认识，文物的尊严越来越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一时期，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抓住大好的历史机遇，在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参加了文物建筑保护方面的重大项目，不仅锻

炼了队伍，而且提升了研究所的整体形象。 

    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研究所始终以“保存文物原状”为宗旨，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为

指导，承担山西省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划、设计300余项，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划、设计70余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规划、设计

80余项，如有五台佛光寺、显通寺、山阴广武汉墓大遗址、平顺回龙寺、天台庵、淳化寺、丁村民居、永济蒲津渡与古城等，为传统古建筑的学

术研究和科学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 

   近年来，山西省在文物保护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其中五台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保护、云

冈石窟保护、佛光寺维修保护、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大遗址保护、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长城资源调查、全省博

物馆建设十大文物保护工程为社会瞩目。十大文物保护工程中，研究所承担了五台山申报世界文物遗产、平遥古城保护、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

护、应县木塔修缮保护、佛光寺维修保护、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等6项保护工程。除此之外，还承担了四川地震灾区受损古建筑维修设计

方案等项目。 

  五台山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拥有国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庙建筑群。2006年，省文物局按照省政府五台山申报世界遗产工作领导组的安

排部署，将研究所确立为协助五台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牵头单位。2007年以来，与河北、陕西、河南三省文物保护专业队伍共同承担了五台山

16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现状调查、文物保护维修和环境整治工作。承担佛光寺、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碧山寺和南台普济寺等6处文物保

护单位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工程。在科学保护修复南台普济寺时，发现了隋唐时期文殊堂大殿的殿基、柱础，整修和恢复了朝台故道。对五台山周

边的佛光寺及中心区的十余处申报点内的主要建筑进行了测绘。全面指导五台山文化遗产档案建设，为五台山43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了“四

有”档案。编制了《五台山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点文物保护修缮及其环境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09年6月26日，五台山以文化

景观身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山西省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实属山西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夙愿，人民之幸事。 



  2004年以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墙加固保护工程逐步展开。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参加了此项工作，完成了平遥古城部分城墙的加固

保护。2007年，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总装备部设计院、中冶集团设计院等多家单位通力合作，共同完成了《平

遥古城墙结构加固工程总体设计方案》。方案于2008年通过了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评审。 

  山西南部早期建筑是指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临汾市、运城市冈所辖49个县（市、区）内元代以前木构建筑。在现存国保级的226处元以

前木构建筑中，4市多达105处，占总数的46.5%。2005年，为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将山西省南部早期建筑修缮列入国家“十一五”

文物保护计划中，由此南部早期木构建筑修缮保护工程拉开了序幕。 

  2005年至2006年，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总体要求，在山西省文物局组织下，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对晋东南地区(长

治、晋城两市)元代以前早期古建筑进行了专项调查，编制了《山西南部地区元以前木构建筑调研报告》，并对部分木构建筑进行了勘察、设

计、修缮。2007至2008年，高平二郎庙、陵川龙岩寺、晋城玉皇庙、阳城开福寺等寺庙建筑保护工程相继展开，所内对各项目派驻专业人员进行

技术指导，对施工过程实施监管。2009年，高平二郎庙修缮工程被国家文物局山西南部工程领导组评为优质工程，并以此作为指导山西南部其他

早期木构建筑的范例。山西南部早期木构建筑保护工程的实施，为集中片区对文物建筑进行保护积累了丰富经验。 

  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是国家文物局开展的六大古建筑保护工程之一。1991年启动前期勘察研究工作以来至今已有20余年。20年来，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投入强大的技术阵容进行了各方面的勘察与研究工作。在实地勘察中，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作为配合单位，参与了大量具体工

作，曾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木塔实施勘察和编制有关修缮技术方案。在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委会的组织下，全国有关院校和科研单位大力支

持下,迄今已完成了40多项勘察研究项目，编订了四类五种修缮方案，基本搞清了木塔的地质情况及木塔残损变形的现状及其主要原因。2008年3

月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主持与指导下,应县木塔保养养护工程正式开工，作为配合单位，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项光

荣而艰巨的任务，2009年6月底完成木塔一层副阶屋面养护和钟鼓楼维修，并通过专家现场验收。 

  应县木塔修缮保护是科学化保护的典型实例，它是新时期“全面勘察，反复论证，慎重修缮，科学养护”的新型修缮理念的体现。此次保护

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在此之前也是前所未有的。 

文物建筑基文物建筑基文物建筑基文物建筑基础础础础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与研与研与研与研究究究究 

   

   基础工作的好与否，是衡量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做得扎实与否的重要标尺之一。而基础工作的关键在于保护对象的家底是否摸清。60年来，

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和山西省文物部门十分重视文物建筑基础工作研究。先后三次投入大的人力、物力对山西境内的文物建筑进行普查。1957年至

1958年，全国首次文物普查开始，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响应国家号召，组织当时的古建组同志们组成普查队伍奔赴普查一线，大多数的重要文

物建筑皆出自于这个时期的调查当中。如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五台南禅寺大殿、芮城永乐宫、介休祆神楼、万荣东岳庙、平遥镇国寺、双

林寺、曲沃大悲院、繁峙岩山寺等，为建立不可移动的文物档案，合理编制保护计划和经费保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作用。也正是这些重量

级的文物遗存，为山西文物大省地位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文物的认知程度也越来越高，尤其是从中央到地方，开始把文物的涵盖面扩展到文化遗

产的大概念中，也逐渐意识到文物不仅仅是清代之前的原有文物分类，近代及现代一些有价值的遗产是我们保护的对象，因此，文物资源的调查

保护已成为当务之急。2007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山西省文物局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派出11位专家

分赴全省各市指导工作,他们与地方同志齐心协力,同甘共苦，以科学的精神和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共同面对，探索出在新形势下文物普查的方

法。这次普查，山西的文物总量增加到54000余处，文物建筑达28000余处，占文物总量的50%，体现了山西作为古建筑大省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1年至2007年，在“二普”工作的基础上，研究所参与了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和山西省史志院主办，省

文物局主编的《山西通志·文物志》编纂工作。《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于2008年获得了国家编辑出版优秀奖。这两本著作的出版是对山

西省“二普”工作的总结，为以后科学确立保护对象，推荐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快速提升全省文物资源的保护层面，完善不可移动文物的

保护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四有”工作是不可移动文物管理工作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文物管理的重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起，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积极推进此项工作

的开展，在山西文物建筑科学档案的建立、保护范围的划定、标志说明的内容和保护机构设置等多方面做出了贡献。2002年至2008年，又按照国

家新出台的《“四有”档案记录工作新标准》对全省文物建筑中的一至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部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完善增补。长

期不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截至2010年底，山西省的271处国保、445处省保中82%的保护单位成为具有完善“四有”身份的文化遗

产，使山西省在文物管理的正规化建设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街区的概念提出，是我国整体保护理念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上的一次飞跃，也是新时代、新形势发展的需

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在对文物本体保护的基础上，顺应时代要求，拓展保护范围，本着科学保护，持续利用，推进整治的理念，全力以赴支持

全省的名村名镇申报工作，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调查或考查，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有力推动了此项工作规范实施。截至2000年，山西省被批准

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大同、平遥、新绛、代县和祁县5座，2003年和2005年，国务院公布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2座，名村4座。 

  山西文物建筑深沉雄健，庄重大气，是中国北方建筑的杰出代表。建所以来，为了宣传山西文物建筑，为研究中华古建筑提供教学模具和建



筑标本，陆续制作了山西唐代以来的古建筑模型40余座。这些古建筑模型均采用山西地方核桃木为原材料，严格由传统匠师按比例和工艺要求精

雕细刻而成。这些模型先后赴中国历史博物馆、意大利万国博览会、北京古建筑博物馆等地进行展览，在传播山西历史建筑文明的同时，也扩大

了山西的影响力和知名度。1997年为迎接香港、澳门回归，山西省人民政府专门订制了应县木塔和永济普救寺模型，代表山西人民分赠香港、澳

门行政区以资纪念。 

  30年来，在大量调查、测绘、修缮基础上，全所科研人员积极展开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各项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山西琉璃》《山西寺观壁

画》《山西古建筑通览》《中国古建筑术语词典》《中国古建筑名词图解辞典》《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修缮工程报告》《晋祠圣母殿修缮工程报

告》《解州关帝庙》《洪洞广胜寺》《山西古建筑修缮工程案例》（一、二卷）《海南丘浚故居修缮工程报告》《五台山佛光寺》等科研专著30

余部。在全国各类专业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如《文物》《文物世界》（原称《文物季刊》）《古建园林技术》《五台山研究》《晋阳学刊》和

《中国文物报》《山西日报》等发表学术论文320余篇。 

  1985年至1986年，在山西省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的基础上，提炼了多项科研课题，针对文物保护与利用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与中国文

物遗产研究院合作承担山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多个技术课题，如应县木塔保护课题研究。在文物建设勘察和设计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

1999年“大白塔”、“古井亭”设计分别荣获中国昆明世博会组委会颁发的“室外庭园单项创作”金奖、银奖。2005年4月，山西永济颧雀楼设

计获第四届“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 

国内国内国内国内外交流外交流外交流外交流与与与与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自1980年建所以来，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不仅在省内的文物建筑保护中屡立新功，而且在省外的援建项目中同样成绩卓著。先后参与承

担西藏布达拉宫实地考察修缮方案制定和保护工程设计，重庆三峡库区部分文物建筑的搬迁工程勘察设计，中央电视台河北涿州影视基地仿唐建

筑，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山西“槐香园”设计施工，海南丘浚故居、山海关城墙保护工程、内蒙古托克托县广宁寺仿古工程、甘肃天水北寨子工

程、上海世博会山西馆牌楼、戏台建筑设计施工。特别是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遭遇特大地震，按照国家文物局与山西省文物局的部署，对地

震中损毁的文物建筑进行抢修，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参与编制了黑水县芦花会议会址和松潘古城墙修缮设计方案，并获得援建先进集体奖。 

  彩画和壁画是我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的重要保护项目。2008年3月，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与西安

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合作，完成了国家科技部支撑科研项目《古建筑彩画保护技术及传统工艺科学化研究》课题中关于山西古建筑彩画现状及病害

进行调查，并参加了在西安举行的“古代建筑油饰彩画保护技术与传统工艺科学化研究课题执行情况评估会议”，完成了《山西地区古建筑彩画

传统工艺、文化内涵、传承现状调研报告》。此课题的开展为山西古建筑彩画保护与研究具有促进作用，为进一步研究山西彩画发展序列奠定了

基础。 

  2004年至2008年，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与美国全球遗产基金会就五台佛光寺东大殿修缮项目进行合作。双方多次互派专家进行文物考察

和学术交流，增进了山西文物保护与海外文化的合作交流。   山西是中国古建筑博物馆，中国宋金以前的古建筑75%保存在山西。1934年，梁思

成先生入晋考察，成为山西文物建筑研究的发轫开端。新中国建立后，几代文物工作者筚路蓝缕，苦心经营，以保护文物建筑为天职，为国家、

为民族、为后代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数以千计的古建筑文化遗产。新世纪以来，山西文物建筑保护事业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努力做到与时俱进，积

极融入社会民生，对和谐社会建设、经济文化发展和惠及民生进步方面的促进作用日益彰显。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检视60年山西文物建筑保护的成果，善莫大焉，功莫大焉！回眸60年山西文物建筑保护的发展历程，令人振奋，催人

上进！ 

(2011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3日日日日6-7版版版版) 

采编：管理员 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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