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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守护吴哥古迹
袁濛茜文/图

自1998年开始，吴哥古迹保护中国

工作队进驻吴哥，先后进行多项保护修

复工程。

2022 年 11 月 10 日，茶胶寺修复项

目实体移交典礼在柬埔寨暹粒举办，标

志着修复后的这一古迹遗址正式移交给

柬方。同时，中国考古工作队在吴哥通

王城内的王宫遗址展开了新的考古研究。

2022年12月16日，柬方向为保护吴

哥古迹作出突出贡献的各国代表颁发勋

章。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2名中国专家获

“柬埔寨王国骑士勋章”。

吴哥古迹：美丽的世界文化遗产 12月15日至16日，保护和发展吴哥古迹国
际协调委员会第29届全体大会暨第36届技术大
会在柬埔寨暹粒举行。来自柬埔寨、中国、法
国、日本、德国、美国、印度等国家及国际组
织和专业机构的近500名代表参会，重点讨论了
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
的进展和成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副主任乔
蒂在致辞中表示，吴哥古迹成为世界遗产 30年
来，各国专家为保护吴哥古迹做了大量工作，
这体现了国际合作精神，也是遗产保护国际合
作的独特典范。

柬埔寨副首相兼议会联络与监察部大臣梅
森安为保护吴哥古迹作出突出贡献的各国代表
颁发勋章，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金昭
宇、袁濛茜获“柬埔寨王国骑士勋章”。梅森安
表示，柬埔寨人民应当铭记本国以及各国的专
家为保护吴哥古迹所作出的奉献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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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中国国家文物局网站）

1993年，柬埔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
了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该行动是有史以来
历时最长的文化遗产国际合作项目，超过20个
国家持续30年的参与使吴哥古迹成为遗产保护
国际交流的平台。

中国是该行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吴哥古
迹保护中国工作队于1998年开始吴哥古迹保护
修复工作，先后修复了周萨神庙和茶胶寺，
2019 年起开展吴哥古迹王宫遗址修复项目。

（信息来源：中国国家文物局网站）

袁濛茜：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馆员，吴哥古迹保护中

国工作队成员，“柬埔寨王国骑士勋章”获得者。

12 月中旬，中国
工作队正在王宫遗址
西北塔门周边进行考
古发掘工作。在西北
塔门到环壕区域已经
布设了4个探方，站在
探方边，可清楚地看
到建筑基址上的柱洞
和3条不同时期的排水
渠。这为研究王宫的
水道系统提供了线索。

修复茶胶寺是一
项 艰 巨 、 繁 重 的 任
务，全方位考验文物
专家的保护理念和技
术水平。中国的修复
团队为此付出了 8 年
心血，终于在 2022 年
11 月将修复后的这一
古迹实体移交给柬方。

近 日 ， 在 “ 吴 哥
守护人”爱心捐赠活
动中，由中国文物保
护基金会捐赠的 2000
个爱心包分别发放给
吴哥附近的 6 所小学。
以此鼓励更多公众参
与到古迹的可持续保
护中。

吴哥古迹的胜利
门建造于公元 13 世
纪 吴 哥 王 朝 鼎 盛 时
期。城门四面皆雕刻
着巨大的神像，面露
端庄而神秘的微笑。

穿过胜利门，可
以分别到达王宫遗址
和茶胶寺。

看·世界遗产

11 月初，作为吴哥古迹保护中国工作队成员，时隔
两年后我再次来到吴哥。踏入考古公园，蝴蝶扇动着闪
光的翅膀掠过长满青苔的石墙；湿热的空气中回荡着巨
大的蝉鸣声，与此起彼伏的鸟鸣、僧人的诵读声交织在
一起，融入郁郁葱葱的雨林。旺盛的生命力在这片热带
土地上化作一年四季绽放的花朵与层叠的绿色。100多年
前，博物学家亨利·穆奥就是在寻找珍稀蝴蝶的时候偶然
发现了掩藏在热带雨林中的吴哥古迹，由此开启了世人
探索与保护吴哥古迹的全新旅程。

穿过东神道，由吴哥古迹保护中国工作队修复完成
的茶胶寺，逐渐露出了壮观的全貌。象征着宇宙之海的
环壕已经干涸，铺满了枯黄的树叶。两层台基之上是金
字塔状的须弥台，5 座高大壮观的砂岩塔耸立在须弥台
上。寺庙东塔门入口的铭文上，那些古高棉文已经无法
被现代人识别。茶胶寺是阇耶跋摩五世国王为自己建造
的国寺。因为在建造过程中曾遭雷击，国王遂失去了建
造它的兴趣。于是，历经千年光阴，茶胶寺仍保持着未
完成的原貌。

2010 年，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者来到茶胶寺，开始实
施保护修复工程。2022年11月10日，茶胶寺修复项目实
体移交典礼在暹粒举办。随着“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吴
哥古迹茶胶寺保护修复项目竣工移交”纪念铭牌隆重揭
牌，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也标志着修复后的茶胶寺正
式移交给了柬方。

修复过程凝结着无数人的智慧

吴哥众多的古迹建造于公元 9 至 14 世纪。茶胶寺建
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在庙山建筑发展演化史中有着
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茶胶寺主体建筑基本完工，部分
立面石刻装饰已雕刻完成，其中保留了大量历史信息。
修复的重点是要保护好这些脆弱而珍贵的信息，使其在
历史长河中得以传承下去。

茶胶寺的修复内容不仅包括建筑修复，还涉及考古
发掘、石刻保护、展示中心建设、环境整治等。项目负
责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许言回忆说，对于文
物保护工作者来说，修复茶胶寺可称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一方面，占地面积 1.31 万平方米的茶胶寺本体巨大
又残损严重，工程量非常繁重；茶胶寺的文物残损点又
很分散，在修复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地安排维修进程。
另一方面，修复进行中还要对外开放，要同时保障施工
和游客的安全。

要把茶胶寺修复成什么样？这是当时面临的难题之
一。维护方案既要排除文物建筑险情，还要尽量少扰动
文物建筑，尽可能多地使用保留历史信息的原构件。

许言介绍说，茶胶寺最难的修复点当属高大壮观的
砂岩“庙山五塔”。五塔建于高台之上，体量庞大，而狭
小的施工场地难以使用大型机械设备；在高台上搭设脚
手架需要人工运输，同时还要考虑须弥台自身承重。“好
多难题都需要同时解决。”许言回忆说。文物专家用了一
个巧妙的办法：先搭设主塔脚手架，再采用对角线拉结
方式分别搭设各个角塔的脚手架；同时，在所有脚手架
底部设计了独特的平面，这样就不会伤及原有文物地坪。

逐步形成独特的吴哥修复理念、方法

为了攻克茶胶寺五塔排险修复难题，中方组织了许
多国内专家前来调研，厘清五塔的砌筑特征和残损病害
情况。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石窟寺保护专家黄克忠。这
位80多岁的老人对吴哥古迹有很深的感情。

吴哥古迹于 1992年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柬埔寨政府的呼吁下，许多国家派出
工作队到吴哥调研并承担修复工作。1996 年，作为中国

国家文物局派出的代表团成员，黄克忠就来到吴哥，任
务是选择一座寺庙作为中国参与吴哥保护国际行动的首
个修复对象。

“那时，吴哥古迹对于我们来说还很陌生。”黄克忠
回忆说，“柬埔寨政府对中国参与吴哥古迹的修复保护工
作寄予了厚望。西哈努克国王亲自接见了专家组一行，
对中国参与吴哥保护表示感谢。”

深思熟虑后，中国专家选择了位于吴哥通王城东门
外的周萨神庙。

周萨神庙是一座呈平面布局的中小型寺庙，四周散
落着 4000多块石构件。寺内雕刻十分精美，残损严重但
布局相对完整。中国文物专家在周萨神庙工作了 10 年，
深入学习吴哥文明的历史、宗教文化和艺术知识，开展
了多项勘察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采用“原物归位

法”对周萨神庙进行复原。10年的“深耕细作”为中国
培养出了一支跨学科的吴哥保护修复团队，也为后续茶
胶寺修复项目积累了经验。

“我非常认可中国工作队保护性修复的理念。他们宁
愿花费更多的劳动成本，也要采取可逆的措施确保每块
石头不受损伤。”参与过茶胶寺修复项目的工人昂柯依
说，“我在茶胶寺的工作中学到了很多技术，比如怎样对
石构件进行寻配。经过训练，我现在已经能够挑选出契
合要求的构件。将散落的石构件重新组装，是一件非常
有成就感的事情。一组石构件常常不在同一个地方，需
要根据经验反复在周围寻找线索。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来
不感到厌倦。每当我找到那一块契合缺口的石头，都会
由衷感到喜悦。”

如今，昂柯依又作为工作队员，继续参加了中方负
责的吴哥通王城内的王宫遗址修复工作。“对柬埔寨人而
言，吴哥的每一块石头都是神圣的。看着这些寺庙在我
们手中一点点修复起来，我非常自豪。”他说。

全世界共同守护的家园

宋梅在茶胶寺周边长大。以前，我们中国工作队员
每天收工，路过她的水果摊时经常要停下买椰子。当年
的摆摊小女孩现在已长高了不少。她熟练地将榨好的蔗
汁倒入盛满冰块的杯子，再滴上几滴青柠水递到我的手

中。甘蔗的清甜和沁人心脾的青柠香一下子使人忘记了
酷暑。

接着，宋梅又赠给我一包自家种的茉莉花，告诉我
这种花茶在柬埔寨当地名为“Malis”，和中文“茉莉”的
发音几乎同样。她表示，看到茶胶寺周边环境逐步改善
十分开心。茶胶寺修复完成后，吴哥保护与发展管理局
重新规划了旅游线路，目的是让游客能够从正门进入茶
胶寺。这样人们就能更全面地感受到寺庙原本的设计意
图与功能。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茶胶寺“打卡”，也为宋梅
的小小水果摊带来了更多收入。

吴哥古迹是柬埔寨国家形象的“名片”，象征着这个
古老而年轻的国家充满了生机，记录了高棉民族璀璨的
历史荣光。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来自全世
界20多个国家的守护者，也付出了30年的共同努力。

2022 年是吴哥古迹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三十周
年。吴哥保护与发展国际协调委员会的常务科学秘书阿
泽迪那·贝肖克教授自 1992 年就参加了“申遗”准备工
作，从此与吴哥有了不解之缘。

“吴哥保护国际行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合作的
典范。”贝肖克这样评价。自1993年起，每十年召开一次
的政府间国际会议将吴哥保护国际行动划分为 3 个“十
年”，主题分别为“保护古迹 （1993—2003） ”“可持续发
展及对抗贫穷 （2003—2013） ”和“可持续的、全面的吴
哥管理，活态遗产保护 （2013—2023） ”。

“吴哥保护国际行动刚开始时，各国由于自身的文物
背景并不相同，所以采取的措施和理念也不同。”贝肖克
介绍说。自2002年起，有关方面编写了《吴哥宪章》，为
参与吴哥保护的各国工作队提供统一遵循的标准、理念
和方案。“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的
宝石——吴哥古迹的保护贡献巨大。”贝肖克说。

近日，在暹粒举办的“中柬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三十
年成果展”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李六三介绍：

“中柬文化遗产三十年合作成果，与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力
量的不断发展进步密切相关。除吴哥古迹外，中国已经

在蒙古国、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缅甸、吉尔吉斯斯
坦等国家开展了 11项历史古迹保护修复合作项目。未来
中国工作队也将把国内最先进的文保科技方案应用到吴
哥来。”

作为吴哥保护国际行动的积极践行者，中国工作队不
仅严格遵循国际公认的规则，还贯彻了成熟、有效的中国
文物保护理念。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向东介绍
说，在实践中，中国工作队按照“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
原做法”的要求，尽可能多地利用老构件，通过采取“最小
干预”“可逆”的措施，最大限度地保留文物建筑的历史信
息，保护文物建筑的突出普遍价值。

要把最好的修复技术留在吴哥

随着吴哥保护国际行动的推进，柬埔寨政府制定了
多维度的战略措施，在国内逐步确立了遗产保护法律体
系，积极进行制度建设和机构建设，借助国际合作培养
了一大批文物保护与管理的人才，形成了以遗产价值为
核心的综合管理格局。

吴哥保护与发展管理局副局龙索古告诉我，吴哥古
迹保护国际行动即将进入第四个十年。“我们希望能够抓
住一切机会,通过国际合作提升我们自身能力，将文物保
护技术留在吴哥，将知识传递给柬埔寨人。”他说，柬方
不仅关注修复的质量，同时也致力于通过吴哥古迹的保
护带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龙索古表示，吴哥保护与发展管理局更侧重从技术
水平、项目执行人员专业素质以及修复工作中运用的理
念来评估国际合作的成果。龙索古说：“我对中国工作队
在修复项目中使用的技术和理念非常满意。中国在柬埔
寨目前开展的新一期王宫遗址修复项目中，展示出一如
既往的优秀能力，同时也与柬埔寨同事建立了更好的沟
通协作机制。这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王宫遗址修复项目将在2030年完工

进入 12月下旬，吴哥一如既往地炎热。傍晚，孩子
们在王宫遗址东侧的空地上玩耍，一个小男孩光着脚在
草地上奔跑着，放飞风筝。

吴哥古迹王宫遗址占地面积约 14 公顷，分为 4 个院
落，曾是吴哥王朝统治者居住的场所。二号院落中央坐
落着一座庙山建筑——空中宫殿，至今它仍是柬埔寨人
民心目中神圣的王家圣殿。

清风拂过，王宫的水池荡起涟漪，水中白色的小花
也随风摇曳。水池沿壁的石刻上，雕画着蛇神那迦和格
鲁达，男女神祇面带微笑，安详地端视着在水池里玩耍
的孩子们。一个小男孩将从水底捡到的陶瓷碎片递给
我，他们知道中国工作队正在这里开展考古工作。

王宫遗址修复项目于2019年正式开始，将于2030年
竣工。目前，中国工作队正在王宫遗址西北塔门周边进
行考古发掘工作。在吴哥保护与发展管理局的协助下，
压在西北塔门外瓮城上的树木正在被移除，因为盘根错
节的树木严重破坏了建筑的基址。下一步，中国工作队
就将在考古研究基础上对整个遗址内文物建筑和遗迹进
行保护修缮。除了修复古迹，王宫遗址修复项目还包括
石刻文物保护、生物病害防治、实验室和展示中心建设
以及环境整治。修复完成的王宫遗址将会变成一座考古
公园，面向世界游客展示吴哥王朝的灿烂文明。

在吴哥考古公园东侧的Run Ta ake小学，刚刚举行
了“吴哥守护人”爱心捐赠活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捐赠了 2000 个爱心包，分发给吴哥古迹附近的 6 所小
学。爱心包里有各种文具和防疫物品。13岁的女孩斯瑞
宁接过爱心包便迫不及待地打开。她非常喜欢新书包和
彩色铅笔，她说：“我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热情。我长大以
后也要成为‘吴哥守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