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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修复后的茶胶寺修复后的茶胶寺。。

图图②②：：基多老城一景基多老城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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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在九层神庙修复项目现场在九层神庙修复项目现场，，尼泊尔工尼泊尔工

匠正在雕刻神像匠正在雕刻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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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④④：：罗马斗兽场吸引众多游客参观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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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多次大规模修复、重塑
老城历史空间、推动国际合作……世界各国积极开展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满足民众文化需
求，助力当地经济发展，让文化遗产与其承载的历史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吴哥古迹深藏在柬埔寨北部的热带丛林

中，是柬埔寨最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吴哥

古迹世界文化遗产区约 400 平方公里内，散

落 着 600 余 处 吴 哥 王 朝 时 期 的 单 体 建 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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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该行动最早的

参与者之一，中国先后主导完成了周萨神庙

和茶胶寺两期修复保护工程。

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工作

队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受中国国家文物局

委托组建。周萨神庙是吴哥古迹中损坏最严

重的寺庙之一。工作队刚到修复现场时，满

目断壁残垣，杂草丛生，4000 多件大小不同、

形状各异的石构件随处散落。根据建筑物的

状况，工作队确定了“抢险加固、遗址保护、重

点修复”的原则，对建筑基础进行加强，并将

构件耐心拼对，最大限度恢复古建筑原貌。

经过 10 年左右的保护修复，周萨神庙再现昔

日风采。

周萨神庙项目完工后，中国文物专家们

迎来占地面积更大、结构险情更严重的茶胶

寺保护修复项目。在修复茶胶寺时，工作队

对散落的数万块石块进行独立编码，并测算

石块的三维数据，依靠电脑测绘和计算结果，

对构件进行拆落、补配、归安。同时，为确保

文物与游客安全，工作队采取可逆式钢结构

支护的做法，对建筑进行了排险加固。2018
年，茶胶寺修复项目竣工并移交柬方。

近 30 年来，中国文物“医生”们坚守在

吴哥古迹这片热土上，凭借着广泛的学科背

景、专业的修复技能及良好的合作精神，成

为 吴 哥 古 迹 保 护 国 际 行 动 中 的 重 要 力 量 。

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和管理机构发言人隆

戈萨表示，柬方对中国工作队的技术、理念、

态度非常信任，中国工作队援助吴哥古迹修

复将进一步扩大两国文化交流合作。 2018
年，柬埔寨政府邀请中国专家负责吴哥古迹

中最核心的部分——王宫遗址项目的修复

工作。

2019 年 11 月，王宫遗址修复项目启动，

范围包括王宫城墙以内 14.2 万平方米的区

域，预计将于 2030 年竣工。项目内容主要包

括考古勘查与发掘研究、文物建筑及遗址修

缮、石质文物保护及生物病害防治、中柬联合

实验室建设、环境整治与展示中心建设等。

目前，工作队已完成对王宫遗址西北塔门的

排险支护和整体考古调查工作，并在西北塔

门外院落开展考古发掘工作。

在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工作中，来自法

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文物修复团队也积

极贡献力量。各国工作队在修复工作中交流

合作，相互促进与提高，柬埔寨本土的文物保

护修复团队也得到培养和锻炼。据了解，通

过周萨神庙、茶胶寺和尚未完成的王宫遗址

修复项目的合作，许多在中国工作队学习、施

工的柬埔寨文物保护工作人员逐渐成长为项

目管理者、技术专家。“这是两国文化合作的

成果之一。”隆戈萨说。

与 此 同 时 ，吴 哥 古 迹 保 护 修 复 工 作 也

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助力。修复工作所需

的劳动力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古

迹建筑风貌再现也有力地助推了旅游业发

展。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20 多年来，吴哥

古迹在遗产保护、旅游发展、民生改善等领

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各 国 工 作 队 和 柬 埔 寨 人 民 共 同 努 力 的

结果。

柬埔寨吴哥古迹

国际合作让文化遗产重现昔日风采
本报记者 赵益普

2020 年 7 月，在意大利文化遗产、活动与

旅游部的组织协调下，罗马斗兽场新一轮大

规模修复工作告一段落。拾级登上斗兽场顶

层俯瞰，磅礴气势尽收眼底。断壁残垣中隐

约显露昔日的繁华景象，游客穿梭其中，历史

与现实交相辉映。

建于公元 72 年至 82 年间的斗兽场是罗

马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古罗马建筑的集大

成者。自公元 438 年废除角斗士表演后，罗

马斗兽场开始逐渐衰落，文艺复兴时期甚至

成为当地人的“建材场”：砖石被挖取充当建

造工匠作坊和住所等的建材；精美的雕像被

用于装饰新的宫殿、教堂及府邸；固定外墙饰

块的金属构件也被挖走投入熔炉……

18 世纪中后期，人文主义学者开始关注

罗马斗兽场的修复。此后，斗兽场经历了大

大小小的数次修复。第一次大规模修复是

在 19 世纪初，修复的对象是因地震受损严

重的斗兽场东部墙体，当时墙体已经出现倾

斜、开裂现象。历时近一年的修复工程成功

挽救了斗兽场，使其免于倒塌。时任意大利

圣卢卡学院院长的雕塑家卡诺瓦是这次修

复的主导者，他采取的修复原则是尽量维护

文物被发现时的面貌。在卡诺瓦看来，修复

应尽可能多地保留古建筑的历史信息，让其

承载的历史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一理

念 也 被 继 承 下 来 ，指 导 了 此 后 数 次 修 复

工作。

2011 年 ，斗 兽 场 高 57 米 的 外 墙 出 现 墙

体 塌 陷 ，南 侧 外 墙 与 北 侧 相 比 低 了 大 约 38
厘米。对斗兽场墙体的大规模修复又一次

开始。修复工作主要集中在南北两侧外墙，

除了对拱形结构进行加固外，修复团队还对

墙面的污垢等进行了清理，并加装铁制闸门

替代原有的闸门系统。在此次工程中，共有

超过 10150 平方米的墙面得到修复，1700 公

斤 不 同 颜 色 、颗 粒 大 小 的 石 灰 膏 等 材 料 被

用于勾缝，1200 平方米的铁门、框架和护栏

被 修 建 ……2017 年 11 月 ，时 隔 40 多 年 ，游

客 得 以 再 次 登 上 斗 兽 场 顶 层 ，感 受 其 磅 礴

气势。

“修复工作为斗兽场注入生命力。对斗

兽场的数次修复和保护历程，是意大利乃至

整个欧洲文化遗产修复技术发展的缩影。”意

大利文物保护修复高级研究院院长路易·费

加齐对本报记者表示：“修复工作不是简单地

补全和复原，它包含考古、历史和艺术等方面

的考量。文物缺失部分的修复要在美学和历

史价值间寻求平衡，修复工作不能改变或破

坏建筑原有艺术风格。”

除了斗兽场，如今在罗马还有很多进行

中的古迹修复工程。“意大利有着悠久的古迹

修复传统，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有大批艺术

家、雕塑家及科学家参与文物修复工作。修

复是对文物价值再认识的过程，也是对文化

与历史的理解与尊重。在一代代的修复中，

前人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为我们保存着城

市的珍贵记忆。”费加齐说。

意大利罗马斗兽场

在美学和历史价值间寻求平衡
本报记者 叶 琦

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坐落于安第斯山脉的

山谷之中，是个南北延伸的狭长城市，新城在

北，老城在南。老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534
年，至今仍基本保持着当年的格局和风貌。

鹅卵石街巷纵横交错，状似棋盘，数个广场点

缀其间，把老城连接为一个整体，政府机构、

教堂等主要建筑都环绕广场而建。

作为拉美地区保存最好的历史中心之

一，基多老城在 1978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入选世界文化

遗产，也让老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得到更多重

视 。 历 史 建 筑 的 修 复 、翻 新 等 项 目 不 断 开

展，改变了老城人去楼空、建筑失修的状况，

重塑出一个极具魅力的历史空间，吸引了大

批游客。

老 城 有 大 大 小 小 数 十 座 教 堂 和 修 道

院。修复专家、建筑师、雕刻师、木匠和泥瓦

匠组成跨学科的专家团队，对已有数百年历

史的建筑、雕塑等文物进行清理修复，重新

呈现这些文物的历史面貌。由圣弗朗西斯

科教堂和修道院组成的建筑群是当地最重要

的历史建筑，几乎与老城同岁。这片建筑的

修复工作由基多大都会研究所负责，据研究

所负责人科德纳介绍，在经过约 20 年的修复

后，整个建筑群将在 2023 年完成所有修复工

作。如今，清洁和修复后的建筑外墙已重现

往日光彩。

从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步行约 10 分钟，就

到了修复后重获生机的苏克雷剧院。苏克雷

剧院于 1886 年揭幕，是南美洲最古老的剧院

之一。由于所在位置地下水位很高，剧院长

期受到渗水等问题的困扰，最终于 1994 年关

闭。1998 年至 2003 年，剧院进行了大规模修

复。为做好这次修复工作，建筑师博拉尼奥

斯对剧院进行了全面调研。他注意到，历史

上，剧院曾数次修复，但由于工作缺乏统一原

则，反而对历史遗迹造成破坏，比如一些装饰

性构件被无故拆除继而丢失。因此，他特别

强调，所有修复都要提前详尽规划，现代化设

施的引入也要因地制宜，“照明、通风等设施

的安装应该适应于建筑，而非改变建筑以适

应新设施”。

经过整修，剧院渗水问题得到解决，结构

也更加稳固。剧院内部，标志性的幕布、吊灯

和壁画等成功地还原了这座著名剧院的内

景，剧院的外立面和装饰性元素也在此次修

复中得到加固和翻新。苏克雷剧院的修复不

仅使这个重要文化机构重新对公众开放，也

为基多其他历史建筑的修复树立了典范。修

复 前 进 行 全 面 调 研 的 做 法 受 到 认 可 并 推

广，以有效避免修复活动对历史建筑造成

破坏。

基多老城修复工作的对象不仅包括

具有文化和纪念意义的历史建筑，也包

括居民的历史旧宅。在圣弗朗西斯科

广 场 边 ，有 一 座 意 式 建 筑 风 格 的 住

宅。2007 年，这座建筑被收购并改建

为酒店。改建时，建筑中存留的壁

画被精心修复，诸多原始细节也得

到保留。 2011 年酒店开业，成为

老城第一批豪华精品酒店。

如今，老城里由旧宅改建的

酒店越来越多，设计师亚历山

德拉是旧宅修复改建工作的参

与者之一。“公共建筑与旧宅

的修复侧重点各有不同。前

者要注意保存其特殊的历史

意义，而旧宅的修复在保留

不 同 历 史 阶 段 特 色 的 基 础

上，还应融入当下的需求和

审美。”亚历山德拉说。

厄瓜多尔基多老城

重塑极具魅力的历史空间
本报记者 朱东君

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我开始参与文化遗产保

护国际合作项目，对柬埔寨吴哥古迹、乌兹别克斯

坦希瓦古城以及尼泊尔九层神庙等多项世界文化

遗产进行保护修复。目前，全球共有 1121 项世界

遗产，其中 869 项为世界文化遗产。每一次参与

对世界文化遗产修复的机会都极为宝贵，在与各

国同行的交流合作中，我能够感受到文化交流的

独有魅力和生命力。

文物修复工作的一大宗旨是保留其原有历史

信息，因此需要充分考量修复的方式方法。待修复

文物一般受损较严重，在修复过程中需要充分调

研，按照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的“四原”

原则，最大限度保留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014 年 5 月，我带队赴希瓦古城开展文物保护

与修复工作。中亚有谚，“我愿出一袋黄金，只求看

一眼希瓦”。希瓦古城之美可见一斑。对这座绝

美古城的修复并不容易。首先原材料不易获得，

为了找到足够的石材、砖和木料等修复材料，我们

走了许多地方，最终在另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

地布哈拉找到修复所用的相同石材。至于修复所

需要的与希瓦古城同时期的砖材，则是工作组遍

访各地，通过寻找拆迁的老建筑，收购得来。为了

做到原工艺还原原形制，工作组还在当地招募了

一批掌握传统建筑工艺的工匠参与修复工作。

在对文化遗产的修复过程中，中国文物修复

团队与当地人结下了真挚情谊。完成希瓦古城古

建筑修复工作后，修复团队对项目区域进行了环

境整治。在充分研究当地的园林、广场形制等历

史背景后，按照传统方式设计了休憩广场，并对整

个街道进行电缆入地、排水管线敷设等基础设施

改造。新旧融合，在保护好古城的同时，也改善了

当地居民生活条件，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

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修复工作为文物保护国际

合作提供了广阔平台。在吴哥古迹的修复过程

中，有来自中国、法国、印度等多个国家的文物修复

团队参与其中，各国团队间进行了密切的技术交

流和研讨，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在这期间，中国的

文物保护理念和技术得到充分展现，并受到广泛

认可。比如在茶胶寺的修复过程中，我们采用可

逆式钢结构支护的做法，对门柱进行外部加固，而

非用锚杆打穿石块进行加固，避免对文物造成不

可逆的损失。这种做法得到保护和发展吴哥古迹

国际协调委员会专家组的高度评价。文物保护国

际合作也增强了文化遗产所在地的文物保护力

量。当地文物保护专家参与到修复工作中，与我

们共同在实践中学习。修复项目完成后，当地往

往会成长出一支比较专业的文物保护工作队伍。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

影响着当下和未来。文物修复是在保护人类共同

的文化遗产，每一次的修复工作都要全力以赴。

面对一个个待修复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需要认

真研究、学习，了解其携带的信息与技艺，将已有

积累和新知识有机融合，让文化遗产与其承载的

历史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本报记

者任皓宇采访整理）

保护人类共同的
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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