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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
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

将有长足进步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文物
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 （下称“规
划”）有关情况。

改善低级别文物保存现状

文物保护一直是关注热点，在“十四五”期间
该如何继续推进？李群在发布会上表示，文物保护
要系统进行，对于重要的文物和文物资源的密集地
区，整体保护文物的本体和周边环境。不仅要守护
好、保护好一些级别高的文物，像国保单位、省保
单位这些高级别的文物要全力保护好。同时，要持
续改善低级别文物的保存现状，主要是市县以下，
甚至未登记的文物。既要实施好石窟寺、古建筑、革
命文物等重大保护工程，也要在系统保护的体制机
制改革上下功夫。

李群指出，要持续加强基层文物保护管理队伍
建设，构建多渠道基层文物保护看护机制，还要鼓励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改善低级别文物的保存现状。

此外，据李群介绍，这一轮规划提出，到 2025
年要基本实现国保单位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
的转变。“因为预防性的保护更为前置，更为重
要，它最终的成本也是更低的，所以这次规划当中
特别强调保护的预防性前置要求。同时，还要不断
完善抢救性保护机制。”

今年山西、河南突发严重汛情。据统
计，山西共有1783处文物不同程度受损。

如何提高文物防灾减灾能力？在“十四
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中也有一些举
措：一是加强监测预警，建立健全文物灾害
的综合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要做到“先知”，
先要预判到。二是制定应急预案。三是开展文
物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排查，实施文物加固、灾
害防控等工程。同时，要针对气候变化对文物
的影响，加强科学研
究与技术应用，用科
技找到防灾“密码”。

受损文物的排险处置、保护
修缮等工作有序推进

受损文物的排险处置、保护
修缮等工作有序推进

新增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依托重要的考古遗址、大
遗址还有它的历史环境进行建设展示，具有科学
研究、教育传播等功能。针对大家关注的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的未来发展，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
司长陆琼表示，在“十四五”期间，要开展第四
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评定，计划新增 10 至 15
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要培育长江三峡等立项
项目。

“经过10多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已成为人民群众近距离感悟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重
要场所。今后5年，我们将进一步提升目前36家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运行服务水平。”陆琼说。

实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达 76.7 万
处、国有可移动文物达 1.08亿件/套，而目前全行
业从业人员只有 17.57万人。在此背景下，未来该
如何更好加强考古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
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将加强考古学科
专业和课程建设，加强国家级考古机构力量，实施
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选拔百名考古领军人才、
百名考古青年人才，重点培养 500 名考古科研骨
干，新增4000多名考古专业人员。

此外，要加强考古和历史研究重大课题攻关。
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用实物来实证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一万年的
文化史、百万年的人类史。

同时，要加强考古成果挖掘整理和阐释，大力
发展科技考古，同时处理好考古与保护、考古与发
展的关系。“针对古遗址、古墓葬保护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这次规划着重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
度，‘要动土、先考古’要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不
断完善建设工程考古管理。”李群说。

近日，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

图为一名小朋友在遗址公园考古体验园绘制
纹饰。 新华社记者李 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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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堂中山”展

2019年，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管理
中心开始举办全国中山纪念堂巡礼
展，并将展览命名为“吾堂中山”，

意思就是“我们的中山堂”。2021年，
广州、福州、梧州、荆州、常州五地的中
山纪念堂举办了《吾堂中山——五州
中山纪念堂
巡礼》 联合
特展。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各地的中山纪念堂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 世纪 30 年
代始，全国各地新建或改建了 300 余
座中山纪念堂。时至今日，各地仍有
不少中山纪念堂存留或重建。广州中
山纪念堂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孙中山纪
念堂。

位于梅州市大埔县三河镇汇城村
的三河中山纪念堂，是广东省境内最
早建成的中山堂，建于1929年夏，比
广州中山纪念堂还要早 2 年。堂内有
孙中山等人的题词真迹。该纪念堂在
2004年经历了大规模修复，并于 2019
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西最早建成的中山堂则是位于
梧州市中山公园内的梧州中山纪念
堂，于1930年10月落成，2006年成为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

““吾堂中山吾堂中山””
倪一灵倪一灵

历经九十余载
纪念始终延续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孙中山先生
等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
绩彪炳千秋。孙中山先生作为伟大的民族
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
伟大先驱，在中国人民心中具有崇高地位。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州开始
筹建一座“中山纪念堂”，号召社会各界
踊跃募捐。1931 年 10 月 10 日，由广州人
民和海外华侨筹资兴建的广州中山纪念堂
在越秀山南麓总统府旧址上落成，孙中山
先生曾在那里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2021 年 10 月，在建堂 90 周年之际，
广州中山纪念堂举办了主题为“九秩华
堂 城市之光”的纪念活动。孙中山先生
的曾侄孙女孙雅丽、李济深外孙李崴等中
国同盟会会员的后裔及社会各界人士共
800多人参加了纪念活动。

每年的 3 月 12 日和 11 月 12 日，广东
省、广州市各界人士都会在广州中山纪念
堂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和诞辰周年的仪
式。民革广东省委会主委程萍在建堂90周
年纪念活动上表示，纪念堂是广州对一代
伟人的纪念，也是一代代人继承伟人精神
的实践基地，已成为联系世界华人华侨的
重要精神纽带。同时，作为海峡两岸交流
基地，纪念堂也会定期举办弘扬孙中山精
神的主题展览。

“真正的传承不是空谈，而是在各自
岗位上做好实事。”孙雅丽是孙中山文化
基金会的创办者。她表示，孙中山革命思
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当今人们应继承
先辈革命传统，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振
兴中华，共进大同”那样，共同为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和国家的未来努力。

为迎接建堂90周年，广州中山纪念堂
从 7月到 10月举办了系列便民活动，以“庆
祝、便民、讲好中山纪念堂故事”为主线，凸
显纪念堂的文化“新地标”功能。

列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每年开展安全检测

2001年，广州中山纪念堂列入第五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介绍，自1937年开始，纪念堂的维
护修缮工作一直持续进行。其中较大型的
维修共有12次。1998年进行了规模最大的
一次维修，当时更换了所有电线和座椅，
改造了消防系统、舞台等设施，还对楼座
等部位进行了结构补强。

除了大型维修工程外，广州中山纪念
堂会定期接受“健康体检”，评估建筑结构
安全、正常使用能力以及现有病害发展情
况。每年，纪念堂管理中心会开展安全检
测鉴定工作，并形成文物健康档案，以便及
时把握这一珍贵历史建筑的状况。

在温暖湿润的广州，白蚁蚁患对历史
建筑构成较大威胁。为了实现精准灭蚁，纪
念堂园区安装有实时监测装置，对文物及
周边环境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在白蚁
侵入后能第一时间准确发现并即时报警，
这样能尽量降低白蚁对文物的损害。

2014 年，广州中山纪念堂对 2500 平方
米的彩绘进行了油漆维护。勘察原有彩绘
进行时，施工单位在大堂二楼走廊西侧一条
横梁上发现了在历次维修中未曾翻新的彩
绘样式。文物专家经现场勘察及历史照片
对比，确定该处彩绘为中山纪念堂建成时的
原始彩绘，其颜色、形制及材料成为了之后
彩绘维护的样板。现在，此处彩绘被原样
保留下来并向游人开放，人们能够近距离
欣赏广州中山纪念堂初建时的彩绘风采。

下一阶段，纪念堂管理中心将开展纪
念堂主体建筑屋面补漏工程。目前已经完
成了修缮方案的编制工作并得到了国家文
物局的批复。同时，更具长远意义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纪念堂文物保护规
划（2021-2035）》也正在编制当中。

作为20世纪建筑遗产
彰显中华营造智慧

广州中山纪念堂包含四周平台在内的
主体建筑占地 1.2 万平方米，堂高 48.63
米，南北纵深达 72.65 米，是目前全球最
大的孙中山纪念堂。

中山纪念堂是缅怀孙中山先生的重要
遗迹；而从建筑学角度来看，广州中山纪
念堂则是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西方建筑
结构有机结合的典范。

这一纪念堂由近代著名建筑师吕彦直
设计。其外观模仿古代宫殿建筑形制，内
部采用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形
成大跨度的空间。2016年，纪念堂入选首
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所长汤国华
教授长期研究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建筑特
色，曾多次参与纪念堂的修复工作。在建

堂90周年纪念活动上，他介绍了广州中山
纪念堂的建造智慧。

建造之初，纪念堂的重要功能是要满
足多达5000人的集会需要。但在气候炎热

的岭南地区，如何散热是一个考验建筑设
计的大难题。当时缺乏大空间空调设备，
使用电风扇所带来的噪音和不均匀风速又
效果不理想。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纪念堂

的设计借鉴了许多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岭
南民居的建筑智慧。

汤国华将纪念堂与同是第五批“国保”
的广东东莞可园相比较，认为两者原理类
似，均是利用地下通道进行自然通风散热。
他建议，未来在使用现代必要的空调系统
的同时，应将“低碳空调”的模式传承下去。

汤国华认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同
时，要探索前人的智慧。因此，应该继续
探索纪念堂的科学价值，将其传承并应用
到现代建筑设计中。

发扬“天下为公”精神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从建堂之初到 1980 年 10 月以前，广州
中山纪念堂主要用于召开重要会议、集会
和文艺演出。1980年10月1日后，纪念堂开
始作为纪念性景点向海内外公众开放。

广州中山纪念堂不仅是世界近代建筑
宝库里璀璨的明珠，还是中国人民战胜黑
暗、走向光明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团结奋斗的象征。自建成以来，
纪念堂见证了许多历史性时刻。1938 年，
纪念堂遭到日军多次轰炸；1945年 9月 16
日，侵粤日军在这里签字投降；1999年12
月19日，广州各界在这里举办了“庆祝澳
门回归祖国联欢晚会”；2017 年 12 月 6
日，广州 《财富》 全球论坛开幕晚宴设在
中山纪念堂……

从20世纪50年代起，纪念堂逐渐成为
海内外文化交流的场所，吸引了无数国内
外演出团体、艺术家登台献艺：1965 年 7
月16日，周恩来与陈毅在这里观看了大型
革命舞蹈史诗 《东方红》；1985 年 3 月 13
日，香港歌手罗文在这里连开 7 场演唱
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纪念堂举办的第一
场商业性演出；如今，歌剧、粤剧、话
剧、民乐、相声、芭蕾、交响乐等多种艺
术形式都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上演。

位于纪念堂主体建筑正面的“天下为
公”牌匾，至今保持完好。未来中山纪念
堂会继续将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加以提炼、阐发和传
播，进一步发挥自身“文明交流互鉴会客
厅”的作用。同时，作为广东省、广州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州市党员教育基
地，广州中山纪念堂也将致力于学习教育
与旅游、演艺的深度融合，打造好“家门
口的红色学堂”。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5周年纪念日。坐落于广东广州

越秀山麓的广州中山纪念堂也刚刚度过90岁建堂“生日”。

90年来，人们在这里缅怀孙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

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勋，弘扬他的革命精神，颂扬他的崇高品德，激励海

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广州中山纪念堂选址在总统府
旧址，有着重要的历史纪念意义。

纪念堂在建筑技术上，采用钢
筋混凝土整体框架结构，跨度达 71
米的大堂内不设一柱，支撑八角形
琉璃瓦顶的 8 根柱子隐藏在壁内，
从而营造了一个宏大的室内空间。

纪念堂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开
创了“使用西方先进的建筑技术和
建筑材料，构造中国民族形式的大
型纪念性建筑”的先河。同时，它
赋予建筑与城市空间以新的内涵，
让人们通过集会、瞻仰等活动纪念
孙中山先生，以满足精神和生活所
需，其已成为广州市区拥有现代设
备的政治、文化活动综合场所。

——《中
国 20 世纪建
筑遗产名录》
（第一卷）

作为建筑遗产的
广州中山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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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山纪念堂总占地 6.1 万平方米，依托周边的山形地势，总体布局采取
“前堂后碑”沿中轴线对称分布的方式，堂前为开阔的草坪和庭院，堂后山上建有
中山纪念碑。整体布局给人以“庄严、肃穆、幽静、美丽”之感。

（本文图片由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管理中心提供）

上图：经过持续不断的精心维护，广州中山纪念堂在当代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
地标，经常举办重要的大型活动。

下图：1931年广州中山纪念堂即将完工时的内景。今日的纪念堂依然延续了当
年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涵。

广州中山纪念堂
是怎样借鉴传统建筑智慧的？

以东莞可园为例，紧靠客厅隔壁的耳房安装了风
柜，通过地道与客厅下方的地面相通 （左图）。摇动
风柜将冷巷中的阴凉空气鼓入客厅。这些清凉空气将
热量吸收后，再通过客厅的后窗排出去。

与可园类似，广州中山纪念堂外大片草地提供的
凉爽空气从纪念堂地下室周边的外窗进入 （右图），
由于地下室内布满恒温恒湿的粘土，空气在这里得到
进一步的降温。低温空气经过堂内座椅下的小洞吹入
大堂这一“风道”，将众人的热量带向纪念堂顶部，
并最终从“热源”，即八角顶周边的天窗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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