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乐宫是我国一组著名的元代建

筑群，原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县城东南

60 公里的永乐镇峨嵋岭下。 1951 年，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进行文物勘

察调查工作时发现了永乐宫，因其保存

规模宏大、格局完整的元代道教建筑及

大面积精美的元代壁画，轰动一时。

1956 年，三门峡水库建设，永乐宫

位于规划淹没区内。鉴于永乐宫在美术

史、建筑史、宗教史上的重大价值，为了

保护这一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决定将

其整体搬迁保护。工程于 1956 年启动，

经大量前期研究、现场勘察和比选，于

1959 年 3 月确定将永乐宫搬迁至位于原

址东北方向、距原址约 20 公里的芮城县

北侧 3 公里龙泉村附近。共搬迁 5 个殿

座、所有元代壁画和碑碣等文物建筑及

附属文物，涉及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

工程于 1965年完成，历时整整 10年。

永乐宫迁建发生在百废待兴的新

中国成立初期，涉及多部门、多学科，在

组织形式、保护理念、工程技术和管理

诸方面均具有开创性和探索性，为我国

文物保护工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

经验。

真实性保护理念贯穿全程

永乐宫的迁建工程浩大，涉及面

广，仅靠一个单位的力量很难完成。为

此，原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决定报请

省委批准，由原中央文化部文物管理

局、山西省文化局、山西省文物管理工

作委员会、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等 9 个单位组成

“山西省永乐宫迁建委员会”，负责工程

的全面领导和协调。这一套完整的机

构配置，为永乐宫迁建工程的管理运

行、财政支持、技术支撑等方面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

当时的创新性探索至今仍有其学

术和实践价值。其中，真实性保护理念

贯穿全过程。

在异地保护初始选址时，即提出地

形地貌、方位朝向与原址相似，气候条

件有利于壁画保存的要求。在建筑迁

移保护的要求中提出，中轴线上各殿建

筑物按原距离次序复建，三清殿前两座

大石碑及石狮按原位置复建。各殿结

构一律按原样复建，在露明部分尽可能

取消后世增添的支撑构件，隐蔽部分视

原构件情况可以适当保留。“槽朽残缺

各构件，应尽量考虑在隐避地方加固，

以少换原构件为原则，更换时须按原

样，但与旧构件又应有所区别”。

对原建筑已缺失部分的增补会带

来新旧不统一的问题，琉璃屋顶、栱眼

壁、泥雕、木雕等艺术构件是否继续使

用原有构件？项目总负责人祁英涛提

出尽量做到建筑风格和色彩协调统一

的理念。

再利用的思路也很明晰。新址选择

综合考虑了各项因素：交通便利，与周边

其他文化遗存相对集中，方便参观，便于

管理。珍贵的元代琉璃瓦构件在建筑复

建时未归安原处，而是准备保存于博物

馆，既是展品，又是便于研究的实物对

象。这些都体现了迁建工程中，对于文

物再利用不同角度的深入思考。

这些原则和思想，是中国文物保护

整体性、真实性、协调性、最小干预理念

的雏形。

先研究后推进稳扎稳打

永乐宫迁建工程涉及选址、总体格

局、主体建筑迁建、彩画复原、壁画迁

移、碑碣迁移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文物

保护研究工作，在迁建前，这些方面均

经过了统筹安排和系统研究。

永乐宫总体格局的研究，主要依据

清光绪《永济县志》中的永乐宫图、旧址

建筑格局、碑碣记载以及迁建过程中考

古发掘的成果。最终确定了 1959 年 9 月

迁建方案规划的格局，即由原址仅永乐

宫主体建筑形成一路轴线，变为中路、

东路、西路 3 路的新址格局。中路除龙虎

殿西移一米、拉直从宫门至重阳殿的中

轴线外，其他从间距到标高基本与原址

保持一致。西路按原制安置吕公祠，东

路由同样从规划淹没区迁建至此的南

礼教牌坊、祖师行祠大殿、吕祖墓等其

他遗存组成。在宫门与龙虎殿之间拓宽

的宫墙内侧增建东西碑廊，集中安置永

乐宫宫内碑碣及原址周边的其他碑碣。

工程从筹备阶段就采取了“先研究

后推进”的工作模式，迁建过程中形成

的研究报告有 20 余份。尤其是壁画搬

迁保护方面，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的

情况下，集思广益，自主研发出一整套

技术路线——研发壁画揭取方法并制

作工具，包装运输中的每一步都制定具

体方案，包括防止车辆颠簸造成损坏，

在试验中不断调整壁画修复材料和配

比，将修复步骤标准化等，成功揭取并

完整安装约 1000 平方米的壁画及栱眼

壁。当年将壁画地仗减薄并在此基础上

附着加固材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

验，壁画本身不变形、不变色，可以说是

一个奇迹。

为了复原元代彩画，工作人员通过

文献研究，并实地考察山西 10 个县市

的 16 处宋、元、明、清彩画实物，编制出

一套复原方案，虽然最终并没有全部实

施，但却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研究材料。

当年根据拆卸下来的构件精确测

绘后制作的 4 座元代建筑模型，至今依

然是学习元代建筑的重要教学工具。

永乐宫迁建工程是一项集各方之

力的保护项目。参与项目的研究机构

除了传统的文保部门，还有北京市房管

局材料试验室、沈阳化工研究分院、铁

道部防腐工厂、纺织科学研究院等。很

多著名学者都参与过这项工程。这充

分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已开

创了多学科参与文物保护工程的先河。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保存了与永

乐 宫 迁 建 工 程 相 关 的 档 案 资 料 8610
份，除了必要的文物保护工程技术文本

——勘察报告、设计图、施工图等之外，

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来往公文、会议记

录、技术咨询信件和电报等，事无巨细

均有存档。这些资料为后期整理和研

究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线索。不难看出，

这必定是在工作伊始就事先安排好的，

最终才有可能形成如此全面系统的档

案记录。

永乐宫迁建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

后第一个大型的综合性文物保护工程

项目。无论从任何角度审视，它都是一

个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保护工程

经典成功案例。迁建后的永乐宫不仅是

中国文物保护界的骄傲，也作为世界建

筑遗产保护史中的东方典范获得赞誉。

中国的考古学者、组织管理者、工程技

术人员和工匠八方动员，集思广益，务

实创新，将从营造学社传承下来的道器

相融、兼收并蓄的学风展现无遗，成为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值得传承的重要

经验。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文物保护工程与规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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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繁华的西长安街南侧、新

文化街风貌保护区文华胡同 24 号，有

一处占地面积约 550 平方米的倒座三

合院，与长安街北侧的民族文化宫相

望。这是一座普通民居建筑，曾被称

为石驸马后宅 35 号。院落质朴宁静，

西侧屹立着一尊庄严凝重的李大钊半

身铜像。

这里，是李大钊故居。

李大钊，字守常，1889 年 10 月 29
日 出 生 于 河 北 省 乐 亭 县 大 黑 坨 村 ，

1927 年 4 月 28 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

密 杀 害 于 北 京 西 交 民 巷 的 京 师 看 守

所，牺牲时不满 38 周岁。自 1916 年从

日本弃学归国到 1927 年就义，这 10 年

他都是在北京度过的。李大钊先后在

北京租住过 8 处住所，石驸马后宅 35
号是他租住过的第四处宅院。

1920 年，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

过 ，议 定 李 大 钊 为 教 授 兼 图 书 馆 主

任。李大钊不仅在北京大学任教，还

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 4 所高校

任教。这里距原北大红楼图书馆相对

较近，而且便于他步行去女子高等师

范学校（现鲁迅中学）上课，是李大钊

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住所。

故居由北房 3 间，东、西耳房各 2
间，东、西厢房各 3 间共计 13 间建筑组

成 。 倒 座 三 合 院 是 指 院 子 大 门 朝 北

开，没有南房，不成四合院规格。站在

院中还可以发现，除正房是起脊建筑

外，厢房和耳房都是平顶的。进院要

先下台阶，说明院子地面低于胡同路

面，民间俗称“三级跳坑”，下雨天极易

积水。

推开故居北房堂屋大门，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当时老北京普通人家的典

型布置：对着门的是一张八仙桌，两侧

各放一把椅子，靠北墙的条案两端各

摆着一只掸瓶，中间摆着一台老式座

钟，条案上方悬挂着一幅中堂画。

中堂画两侧悬挂着一副著名对联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

大 钊 十 分 敬 仰 明 代 忠 臣 杨 继 盛 的 气

节，也很欣赏杨继盛“铁肩担道义，辣

手 著 文 章 ”这 一 诗 句 ，便 在 此 句 基 础

上，取陆游《文章》一诗中“文章本天

成 ，妙 手 偶 得 之 ”的“ 妙 ”字 ，改 写 成

句。李大钊非常喜欢这副对联，多次

书写，畅抒己志。1916 年 8 月 15 日《晨

钟报》创刊后，李大钊设计每出一期都

要写一句警语，第六号就选了“铁肩担

道义”作为该期警语。

李大钊工作繁忙，偶尔闲暇时喜

欢 写 大 字 练 书 法 。 长 子 李 葆 华 曾 回

忆父亲：“有一阵，他极好书法，几乎

每天都写，写了不少张”。1924 年，李

大 钊 为 劝 章 士 钊 不 要 倒 向 北 洋 军 阀

政 府 ，应 章 士 钊 妻 子 吴 弱 男 之 邀 ，为

其 手 书 对 联“铁 肩 担 道 义 ，妙 手 著 文

章”相赠。

展柜中摆放的《史学要论》是故居

馆藏一级文物。 1924 年 5 月，商务印

书 馆 出 版 了 李 大 钊 的《史 学 要 论》一

书，这是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理论奠基石，也是李大钊史学思想的

精粹之作。当时教授上课没有固定教

材，李大钊写就《史学要论》后，去商务

印书馆印刷了一些，当作教材发给学

生，因受众量小、存世量少，显得格外

珍贵。

唯物史观是李大钊学术生涯中投

入大量精力研究的问题，1920 年 10 月

起，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研

究”课程。展柜中陈列着 1923 年北京

大学政治系学生参加该课程考试的试

卷复制品。这是一篇论文——“试述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

史学的影响”，字迹工整，全文不分段，

没 有 使 用 新 式 标 点 ，只 用 顿 号 断 句 。

作者在论文中认为“自有马氏唯物史

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

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历史界开一新

纪元，是影响于史学上最大之点”，结

尾盛赞“马氏真不愧为纪元人”。李大

钊将该试卷评定为 95 分。

女儿李星华随父亲来到石驸马后

宅 35 号居住时刚满 9 岁，是小学三年

级学生，每天跟哥哥李葆华到孔德学

校上学。一个夏日晚上，院子里的晚

香玉开得白一片黄一片的，满院子飘

散着浓郁花香，李大钊和家人坐在树

下乘凉。他一高兴，又朗诵起古诗来，

李星华也背诵起了《石壕吏》。李大钊

趁机给女儿讲起了《卖炭翁》《石壕吏》

《孔雀东南飞》，他说这几首诗写了卖

炭人的穷苦生活、官府抓兵的暴行和

封建家庭的黑暗，都是不合理的社会

现象，我们应该去改造社会……这些

画面仿佛就在昨天。

1920 年 春 至 1924 年 1 月 ，4 年 时

间，这处院落见证了李大钊传播马克

思主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

方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

一系列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实践，为我

们今天缅怀先烈、学习历史提供了切

实可感的空间。

（作者为北京李大钊故居管理处

主任）

文华胡文华胡同同里里的李大钊故居的李大钊故居
刘刘 洋洋

全形拓也常被称为立体拓、器物

拓，是指以墨拓技法将器物表面的原

始面貌完整转移到拓纸上的工艺。

著名金石学家容庚曾向广东省立

中山图书馆捐赠过一批重要的全形拓

轴，其中包括初拓毛公鼎全形拓轴、周

齐侯罍全形拓轴、鄂侯驭方鼎全形拓

轴、陈子匜全形拓轴等。而在捐赠栾

书缶、息伯卣、仲惠父簋以及越王剑等

重要青铜器的同时，容庚也选择将全

形拓一并捐赠，说明在金石研究领域

内全形拓的重要性。

与经常应用于石刻碑志的平面拓

相比，全形拓多用于青铜器，常常辅之

以线描、绘画、剪纸拓等技法。也就是

说，全形拓不受青铜器原器物大小之

限，可以使青铜器本身的形状、铭文等

展现于拓纸之上，再辅以题识，使之成

为不同于书画的特殊艺术品。

因此，流传至今的古物青铜器全

形拓片，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类型和风

格 。 其 一 是 专 注 于 金 石 的 收 藏 家 所

制、用以“古器存真”的艺术品，另一种

是书画艺术家所制作的博古清供类全

形拓绘画。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全形拓兴盛

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清代僧人释达

受与收藏家陈介祺是推动全形拓技艺

发展的两位重要人物。

现存最早的全形拓片收藏于浙江

省博物馆，为释达受于清道光十九年手

拓的全形拓《西汉定陶鼎手卷》。此卷所

拓器形完整，全鼎前后两面一器两拓，

凡转折或相邻处，都有墨色运用的浓淡

对比。陈介祺收藏范围广泛，涉及钟鼎、

印章、车马、兵器、古砖、瓦当等诸多门

类，甚至包括著名青铜重器毛公鼎，在

全形拓制作和探索上，他更注重古器物

的“金石趣味”，尤其强调“存古留真”。

相对于白描，全形拓直接由青铜

器原器表面椎拓而得，有拓印的墨色

变化，更为直观真实，因此成为金石收

藏家研究、保存、欣赏、展现古器物的

重要方式。

同时，纹饰清晰、质感逼真、铭文

规整等特征，也让全形拓逐渐被书画

艺术家接受。他们在全形拓作品上施

展绘画技巧，配以花卉图样，使全形拓

与博古绘画结合，成为一种特殊的表

现形式，即“博古清供花卉图”。

清供题材绘画源于宋元时期。新岁

时节，文人雅士提倡清简之美，常以松、

竹、梅等供于几案，配以粗茶淡饭、清酒

小菜，称之为“岁朝清供”。清代中晚期，

清供图广受世人喜爱，创作趋于鼎盛，

进一步与祈福图、博古图等融合，主图

为博古器物，辅以水仙、梅花等节令花

卉，配以柿子、大枣、栗子等吉祥瓜果。

至近现代时期，甚至形成了收藏家、画

家与拓工相互合作的创作新模式。在浙

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吴昌硕《鼎盛图》中，

全形拓比较粗率，只是重视古物器型表

现和整体画面和谐。由此可知，在全形

拓融入清供图的过程中，创作者的主要

着眼点还是绘画本身所赋予的吉祥寓

意，对全形拓品质的要求相对宽容。

由于西方石印、珂罗版等复制技术

的引入以及摄影的普及，全形拓的实用

功能逐渐变弱。再加上对技艺水平要求

较高，随着时间流逝，全形拓应用范围

不断缩小，传承人也日益减少。但故宫

博物院、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

等文博单位一直都有专业技师，负责传

拓技术的传承。首都博物馆、徐州博物

馆等也曾推出金石传拓艺术展。

全形拓是呈现古器物纹饰、文字及

历史遗留痕迹的重要载体，对于再现青

铜文物之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

今，它与其他金石传拓技艺一起成为传

承文化、记录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逐渐被世人认识，并得以发扬光大。

全形拓中的金石趣味
金奕文

永乐宫迁建是一
个全方位、综合系统的
文物保护工程经典成
功案例，整体性、真实
性、协调性等文物保护
原则自此初步形成

核心阅读核心阅读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学学

史明理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史力行。。从本期开从本期开

始始，，本版推出本版推出““以物鉴史以物鉴史””栏目栏目，，通过红色文物学习革通过红色文物学习革

命历史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传承红色精神。。

——编编 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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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华 胡 同 24 号
是李大钊在北京居住
时间最长的住所，见
证了他传播马克思主
义、参与创建中国共
产党、领导北方工人
运动、促成第一次国
共合作等一系列最具
代表性的革命实践

图①：文华胡同 24 号李大钊

故居大门。

图②：李大钊手书对联。

图③：李大钊《史学要论》。

刘 洋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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