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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历史悠久，是我国的文物大省，不可

移动文物在册登记数量为 53875 处。其中古

建筑有 28027 处，约占不可移动文物的 52%，

时代序列完整、品类众多、形制齐全。除了古

建筑之外，山西的石刻文物、遗址类文物虽关

注度较小，但同样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不过，山西遗存的不可移动文物多暴露于

室外环境，更易受到风霜雨雪等自然气候的侵

蚀，给文物保护带来不小挑战。今年 10 月上

旬，持续高强度降雨，给这些久居户外的不可

移动文物带来冲击和损伤，更使山西不可移动

文物，尤其是古建筑的保护引起关注。

连降大雨，县级、登记
文物受损更为严重

10 月 2 日至 7 日，山西各地连降大雨，给

不少文物带来较大损害。据山西省文物局统

计数据，截至 10 月 10 日，山西 1783 处不可移

动文物不同程度出现屋顶漏雨、墙体开裂坍

塌、地基塌陷、建筑倒塌等诸多险情。其中包

括国家级文保单位，如平遥古城、关帝庙。

不过，受损文保单位中，市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 661 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不可移动文物 803 处，占比超过了八成，受

损程度也相对严重许多。“总体而言，重点保

护的文物本体建筑由于日常管护到位、应急

处置得当，险情较轻，主要险情表现为屋面小

面 积 渗 漏 或 周 边 护 坡 岩 体 、地 基 等 出 现 滑

坡。”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白雪冰介

绍：“数量更多的县级、登记文物，险情则更加

严重，直接表现为文物本体墙体坍塌、梁架倾

倒等。”

山西的文物保护结构如同一座“金字塔”，

5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塔尖”是 531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79 处省保单位，市级、县

级和登记文物则占据了剩下的绝大多数。而

从这次暴雨中文保单位受损的数量、程度上

看，却呈现“倒金字塔”结构，处于金字塔“塔底”

的低保护级别文物，受损更为严重。

例如，位于山西南部新绛县闫家庄村的

魁星阁，属于未列在保护名录的古建筑，饱经

数百年的风雨侵蚀，本已摇摇欲坠。这次持

续暴雨引发洪涝灾害，使得魁星阁在风雨中

倒塌了。

家底丰厚，数量庞大的
低级别文物亟须保护

低级别并不意味着文物价值低。山西省

三晋文化研究会金石研究院研究员刘勇介

绍：“山西的低级别文物，一是数量大，5 万多

处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占据绝大多

数，应受关注；二是价值高，由于山西文物‘家

底丰厚’，很多县级文保单位虽然有很高的文

物价值，也只能‘屈尊’于低级别文物。”

位于晋中市太谷区的塔寺摩崖石刻紧

挨着庞庄水库，这里保存着北魏太和年间的

摩崖造像题记，全国同一时期保存至今的石

刻题记可能不超过 10 处，但这处摩崖仅属

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次暴雨导致水库

持续高水位运行，这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缺

乏 挡 水 设 施 ，摩 崖 造 像 多 次 淹 没 在 水 位 线

以下。

山西的古建筑占据了不可移动文物的一

半以上。“元代及元代以前的古建筑，全国估

计有 600 多座，山西占据了 80%以上。这其

中，山西元代以前的古建筑大部分都已列入

国保单位，但据估计，在山西仍有几十座元代

及元代以前的早期古建筑，还处于县级或登

记文物的范围。”刘勇说。

这些低级别古建文物多处于日常保护不

足的状态，经受风雨等自然侵袭，有加速损

毁、消失的趋势。10 月 12 日，平遥古城以东

约 18 公里的婴溪村，一座清代“无保”古建屋

顶两侧的瓦片已经垮塌。目前山西 4 万多处

尚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中，像这样无人管

护的占比近一半。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

普查结果显示，20 年间山西有 2740 处不可移

动文物消失。

11 月 3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李群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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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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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持续地改善

他们的保存状况。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加

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称，对于未登记文物，

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及时登记公布，设立保护

标志。

有专家认为，山西有必要对古建筑文物

现状进行全覆盖的摸底调查，准确记录、掌握

文物状态，并根据其轻重缓急精准施策，制定

成本可控、及时有效的保护规划，为这些古建

筑文物的有效保护提供基础性支撑。

精准施策，引导文保资
金下探、倾斜

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以来，中央和山

西省级财政用于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的维

修和抢险保护资金达 10.6 亿元。虽然文物保

护经费连年增长，但对山西 2 万多处古建筑

文物而言，颇有杯水车薪之感。有专家表示，

仅 靠 政 府 的 力 量 ，难 以 实 现 对 文 物 的 有 效

保护。

“山西的文保资金一直在下探、聚焦和倾

斜。”白雪冰介绍，从 2017 年开始，为了让低

级别文物得到更好保护，山西推出“文物认

养”，鼓励企业“认养”文物及适度利用，调动

社会力量参与低保护级别文物保护，目前全

省累计认领认养文物古建筑 295 处。

得益于文物认养，位于介休市的传统村

落张壁古堡焕发出新的生机。村子里，隋唐

时 期 地 道 、明 清 时 的 民 居 庙 宇 曾 经 破 败 不

堪。2017 年，通过企业认养，村里的多处文

物得到了系统保护修缮，并挖掘出这座传统

军事古堡的文化底蕴，成为近年来山西的热

门旅游目的地，先后获得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传统古村落等

称号。

但相对于庞大的总量，吸引社会力量进

入文保领域，这样的探索仍有提升空间。因

古建修缮需要不菲的费用，目前山西古建筑

认养者以企业居多。有学者建议，可以在扩

大认养种类、降低认养门槛上做文章，激活社

会各界及文物爱好者的认养积极性。

山西还以“保护优先、合理利用”为原则，

制定出台了传统村落保护条例。条例鼓励通

过发展文旅等方式，对传统古村落进行合理

利用，形成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由于山西低级别文物数量多、价值参差

不齐的特殊性，有专家建议，将“分级保护”

与“抢险救急清单”结合起来。“按照现有的

分级管理办法，文物保护等级需层层上报，

周期长达数年。”刘勇认为，需要在“分级保

护”的基础上，设立专项资金、拉出“抢险救

急清单”。同时，专家表示，需要培养专业队

伍，为低级别、登记文物的修缮保护工作提

供有力支撑。此外，低级别古建筑的保护应

以预防为主，抓早抓小、及时施治，形成良性

的、常态化文物保护机制，实现相对低成本

的有效保护。

创新文物保护的方式、方法，山西云冈石

窟的数字化保护走在前列。山西省云冈石窟

研究院数字化室主任宁波介绍：“数字化保

护，将对石窟类、建筑类文物长远的精准保护

起到作用。我们正在通过对山西各地的文物

进行数字化建模，形成文物数据库，便于随时

对发生‘意外’的文物进行精准复原，也便于

通过 3D 打印技术，让更多不可移动文物‘动’

起来，帮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

而针对此次降雨对古建筑的损害，北方

文物的排水问题需格外关注。李群表示，因

为这次降雨主要是在北方少雨地区，以往这

些地方的文物得以比较好的保护，很大程度

上也是由于气候干燥，近年来这些区域降雨

明显增多，在“十四五”期间要加强科技在防

灾方面的应用，找到文物防灾的“密码”。

部分低级别文物因持续大雨受损，山西省积极探索解决之道——

为文物古建“遮风挡雨”
本报记者 刘鑫焱 乔 栋

今年 10 月，持续高强度
降雨使得山西 1700余处不可
移 动 文 物 不 同 程 度 遭 遇 险
情。其中，县级、登记文物等
受损更为严重。

作为文物大省，山西家底
丰厚。5万多处在册登记的不
可移动文物中，绝大多数都是
低保护级别文物。如何有效
保护这些数量庞大却受关注
较少的文物？这是一个需要
长期探索的课题。

核心阅读
■解码·文物保护利用R

本报北京 11 月 21 日电

（余建斌、占康）11 月 18 日，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王亚平从

正在太空轨道上飞行的中国

空间站组合体上，拍摄了一

组地球的照片。这组从“天

宫”传回的地球写真，以航天

员的第一视角，让人们领略

地球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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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春 11月 21日电 （记者郑智文）记者从第十六届

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第一次会议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

十六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 12 月 21 日—25 日在吉林长春举

行。自本届起，中国长春电影节办节周期将由两年一届调整

为一年一届。

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政府

主办，长春市政府承办，常态主题设置为“新时代·新摇篮·新

力量”，将凸显“百年、摇篮、冰雪”特色。电影节期间，将举办

开闭幕式、电影评奖、电影展映、电影论坛、致敬“摇篮”、群众

文化六大单元主体活动。

中国长春电影节是全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电影节，创

办于 1992 年。其最高奖为“金鹿奖”，下设最佳影片奖、评委

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

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最佳处女作奖等

10 个奖项。

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举办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今年，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创排的

黄梅戏《不朽的骄杨》把革命烈士杨

开慧的故事搬上舞台，受到人们关

注。作为一部主旋律题材作品，创排

《不朽的骄杨》体现着我们对黄梅戏

在新时代下如何传承创新的探索。

时 代 塑 造 英 雄 ，时 代 需 要 英

雄。在主旋律题材的创作中，尤为

重要的是感知时代背景，感受英雄

的精神世界。《不朽的骄杨》讲的是

杨 开 慧 生 命 最 后 8 小 时 里 发 生 的

事。为了演好杨开慧这一角色，我

们团队前往湖南，用大量时间与当

地群众深入交谈。艺术来源于生

活，英雄来自于人民，创作者只有深

入实际、扎根人民，才能获得源源不

断的创作灵感，这也是《不朽的骄

杨》成功的根本。

除了扎实的调研，剧目的成功

还需要表达形式的创新。编剧巧妙

运用闪回插叙的形式，让观众能够

更加全面地了解杨开慧的人生历程。在编剧、舞美、灯光的

配合下，通过讲述人物的故事，作品充分展现了理想的脉络

与革命的情怀。

黄梅戏的传承创新，关键还在于年轻人。作为老一辈

的黄梅戏从业者，我不仅要自己演好戏、创作优质作品，还

要带好队伍，培养年轻演员，这是一种传承，更是一份职

责。戏剧表演是实践性很强的职业，年轻演员想要取得成

功，必须在舞台上不断锻炼。在《不朽的骄杨》中，我们起用

年轻演员饰演不同年龄阶段的杨开慧，全剧以老带新，形成

了老中青少 4 级演员梯队，让年轻演员有机会在舞台上展

示自己。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艺术走到今天，面临的情况纷繁

复杂。对黄梅戏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当下，市场化竞争日趋激烈，一些艺术形式为了生存、

为了迎合某些需求而失去了自我，变得同质化，这对艺术的

传承发展无疑是致命的伤害。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保留艺术

本质的同时，不断汲取营养，以求丰富、提升自己的品格。

黄梅戏的传承、创新与发展要更加精准把握时代要求，

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形成具有感染力和竞争力的特色，做

到“一戏一品格，一戏一样式”。希望黄梅戏能够闪烁时代

光芒，永葆生机活力，创作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

佳作。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名黄梅戏演员，

本报记者田先进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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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的传承、创
新与发展要更加精准
把握时代要求，聚焦人
民群众的需求，形成具
有感染力和竞争力的
特色，做到“一戏一品
格，一戏一样式”

本报广州 11月 21日电 （记者罗艾桦）记者从近日印发

实施的《广州市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获悉：“十四五”

期间，广州将通过新建学校、改扩建现有学校等方式，增加优

质公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 30 万个。此举将助力广州 2025 年

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推进建设公平卓越、活力创新、开放包

容的广州教育新体系，形成全面、协调、高质量发展的广州教

育新格局，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示范城市、全

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标杆城市，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实

现“老城市新活力”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广州将新增 30 万个优质公办基础教育学位

本报南京 11月 21日电 （记者王伟健）日前，江苏省泰兴

市检察院检察官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题，给中小学生及家

长上了一堂法治课。据介绍，泰兴目前已建立未成年人信息

保护协作机制，增强未成年人信息监管力度。

去年，泰兴市检察院检察长和泰兴市法院院长“两长同

庭”，审理了江苏首例侵犯 20 余万条未成年人信息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依法追究了 4 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为了从源头上织密未成年人信息“防护网”，泰兴市检察院、网

信办、法院等 6 家单位，会签了江苏首个《关于建立未成年人

信息保护协作机制》，提出教育、医疗等部门相关从业人员不

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儿童个人信息，不得违规披露

儿童个人信息，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儿童个

人信息。

江苏泰兴加强未成年人信息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