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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啪、啪”，赤脚踏在石板上的声音，
91岁的闫俊良老人始终忘不了，那是童年
在村中永寿寺读书时的一段记忆。

山西长治沁县漳源镇西倪村西北角，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永寿寺坐落于此。寺庙
曾用作学校、粮仓。闫俊良儿时就在这里
读书，晚上也睡在这里。

2021年，一场罕见的暴雨造成永寿寺
天王殿倒塌，正殿也岌岌可危。“以前，村民

集资小修小补，但天王殿倒塌后凑不够修
缮的钱。”望着如今修缮完好的永寿寺，闫
俊良百感交集，“能迎来新生，多亏了省里
出台保护低级别文物的政策。”

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2022年接受媒
体采访时介绍，我国 76万余处不可移动文
物中，文物建筑有40万余处，其中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及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低级别文物建筑占95%以上。此类文物

建筑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产权复杂，保护管
理难度大。加上相关投入不足、基层保护管
理力量薄弱，部分文物建筑面临损毁危险。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提
出，“持续改善低级别文物保存状况。”

近年来，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越来越
受到关注，许多地方进行了探索。其中，山
西“探索利用一般债券创新低级别文物保

护利用路径”、广东中山“‘岁修制度’实现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全覆盖”、江西新余“古
桥专项保护行动破解低级别文物保护难
题”，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 2023年度文
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
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作为
我国文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低级别文物
应如何保护？记者赴山西、广东、江西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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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多点散，低级别
文物保护修缮是一场与
时间的赛跑

“ 山 西 古 建 更 受 关 注 了 ！”去 永 寿

寺 的 路 上 ，沁 县 文 物 旅 游 发 展 中 心 文

物 资 源 股 股 长 李 加 嘉 感 慨 ，最 近 国 产

游 戏《黑 神 话 ：悟 空》让 山 西 古 建 备 受

关 注 ，迎 来 许 多 游 客 探 访 ，“而 我 们 每

天 接 触 的 文 物 ，大 多 是 受 关 注 较 少 的

低级别文物。”

作为文物大省，山西不可移动文物

在册登记数量达 5.3 万余处，其中低级

别文物占九成以上。

黄河环绕，太行绵延，山西过去交

通不便，大量散落乡野的古建得以躲过

兵灾火劫，穿越千百年。“但这也造成巡

查不便，保护难度大。”李加嘉说，永寿

寺便是其中之一。

青瓦新覆，墙砖近砌，刚刚修缮完

毕的永寿寺展露新颜。“要不是两年前

的摸底调查，还发现不了这是一座元代

木构建筑。”李加嘉如此强调年代，是因

为元代及元代以前的木构古建筑，山西

省仅有 500 多处。

对 永 寿 寺“ 再 发 现 ”的 过 程 充 满

偶然。

2021 年 10 月，山西省部分地区降下

暴雨，大量低级别文物面临损坏和坍塌

危险。雨后，山西省有关部门紧急为文

物搭建彩钢瓦顶棚，让它们免遭雨淋，

永寿寺的正殿及已倒塌的天王殿也都

撑上了“伞”。

2022 年，山西对全省低级别文物详

细摸底。

“一抬头，就被震惊了！”当年 5 月，

李加嘉踏入永寿寺正殿，头顶的板棚一

角 已 坍 塌 ，显 露 出 屋 脊 内 部 结 构 。 过

去，村民为了方便使用，在横梁下装上

了板棚，故而隐藏了关键的历史信息，

永寿寺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后被认

定为明清建筑。

“ 这 是‘ 驼 峰 ’啊 ！”李 加 嘉 难 掩 兴

奋。“驼峰”是支撑梁栿的一种结构，多

见于唐、宋、元时期的木构建筑，因形似

驼峰而得名。从事文保工作 10 余年，李

加嘉对这种结构很熟悉。

他立即拍照，将这一发现告知山西

省古建筑协会秘书长贺大龙。约一周

后，贺大龙与几位专家来到永寿寺，彼

时板棚已被全部拆除，永寿寺的历史信

息一览无余——

斗拱正中外伸部分的“耍头”下斜；

柱端“卷杀”为细腻柔美的圆弧状；水平

承重的横梁采用自然弯材，几乎未切割

雕琢……“这些特点都表明，这座建筑可

追溯至元初甚至金末。”贺大龙同样兴奋

不已。2023 年，永寿寺由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升格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山西，从低级别升格为市保乃至

省保、国保的文物并非个例。“低级别并

不意味着低价值。由于文物数量庞大、

基层专业文保人才不足，不少低级别文

物的价值还未被充分认识。”贺大龙说。

保护不及时，有的文物等不到价值

被发现的那天便已消失。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发现，近 30 年间有 4 万多处不

可移动文物消失。李加嘉直言：“低级

别 文 物 修 缮 保 护 ，就 是 一 场 与 时 间 的

赛跑。”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以保护古桥为

目标的“赛跑”正在展开。

渝水区良山镇黄虎村有两座古桥，

一座双孔桥，一座三孔桥。村民龚斌心

中一直有个疑问：“有‘二’有‘三’，会不

会还有‘一’？”

后来，龚斌问乡亲、查家谱，证实这

个“一”的确存在！根据村中老人的回

忆，他在村北头，用镰刀砍开丛生的杂

草和藤蔓，终于见到这座一孔桥：南侧

桥体已小面积坍塌，引桥处的青条石全

部缺失，桥拱有一条 4 厘米宽的裂缝。

“听老人们讲，这座桥边曾有一口

古井，井水甘甜清冽，往来行人常在此

处饮水解渴。”听到桥的过往，看着桥的

现状，龚斌的眉头紧锁。双孔桥的状况

也不容乐观，塌了一半。“修桥要一大笔

费 用 ，村 集 体 收 入 有 限 ，根 本 无 力 修

缮。”有心修桥的龚斌只好作罢。

“古桥是新余数量较多、最具乡土

特色的低级别文物，不少古桥受制于产

权、资金、受重视程度等因素，保护难度

大。”新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党组成员、研究馆员高增忠说。

2019 年，新余市启动古桥专项保护

行动，市文保部门对全市古桥开展全面

普查，在复查已登记的 237 座古桥的同

时，又新发现了 19 座，全市古桥数量增

至 256 座。

“我们编制古桥保护规划，为每座

古桥建立信息档案，并挖掘其背后的故

事。”高增忠说。

多元投入，抢救性
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

2021 年，在外奔波多年的龚斌回黄

虎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很快又有了修桥

的心思。省内省外考察小半年，经估算，

修缮 3 座桥，得 100 万元以上。相对而

言，村里能拿出的修缮资金远远不够。

得知市里正在开展古桥专项保护

行动，龚斌看到了希望。2022 年，他邀

请专家到黄虎村实地调查，初步判断一

孔桥系元代建造，双孔桥和三孔桥为清

代建造。

黄虎村申请到 60 万元古桥保护专

项资金，加上村集体和乡贤自筹资金 50
多万元，半年多时间就完成了 3 座古桥

的修缮。

每年，新余市投入 100 万元专项资

金，用于古桥保护。“为取得更好的保护

效果，还得多渠道筹集资金，调动各方

保护积极性。”高增忠介绍，起初两年，

修缮点位主要由文物部门确定。 2021
年起，改由县区和乡镇自主申报，资金

来 源 也 由 财 政 单 一 投 入 ，逐 步 变 成 了

“市级补助一点，县乡配套一点，村民自

筹一点”的模式。

目前，新余市已有近 40 座古桥得到

抢救性保护。

资金缺乏，是低级别文物保护面临

的普遍难题。对于数量较大、维修费用

较高的文物而言，文保资金本就有限，

能够用于低级别文物的少之又少。

以沁县为例，每年安排的县级文保

资金仅 10 万元。李加嘉说，这笔钱用于

日常维护都捉襟见肘，遑论耗资百万元

以上的永寿寺修缮工程。

2022 年底，山西省文物局和省财政

厅联合发布《关于利用政府一般债券全

面加强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通

知》，永寿寺修缮迎来转机。

“我们力争用 10 年时间，区分轻重

缓急，逐步实现全省低级别文物应修尽

修 。”山 西 省 财 政 厅 文 化 处 处 长 李 晋

涛说。

2023 年，永寿寺被确定为沁县首批

使 用 一 般 债 券 进 行 维 修 的 文 物 ，耗 资

275.2 万元，于今年 9 月完成修缮。

“这场资金‘及时雨’加快了全市低

级别文物的总体修缮进程。”长治市文

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郜治平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治市级财政投

入低级别文物保护的资金，已从 2012 年

的每年 100 万元增至目前的每年 2500
万元左右，但仍存在较大缺口。通过利

用一般债券，全市 2023 年用于修缮低级

别文物的资金达 1.18 亿元，往年最多修

缮 10 处，去年增至 75 处。

2023 年，山西共安排一般债券资金

3.58 亿元，保护修缮低级别文物 299 处。

文物保护宜早不宜迟。做好抢救

性保护的同时，探索预防性保护措施更

值得关注。

广东省中山市是著名的侨乡，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侨胞们在这里留下了中

西合璧的碉楼建筑群，颇具特色。

位于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的五星白庙东五巷 20 号碉楼矗立百年，

业主早已移居海外，由其远房亲戚洪彩

银老人居住代管。

洪彩银平日住在一楼，窗户锈迹斑

斑，屋内电线老旧，“都不敢同时打开多

个电器，不然会跳闸。”更让洪彩银忧心

的是，碉楼的二层和三层屋顶漏雨、墙

面开裂，部分楼梯已被白蚁蛀蚀。

社区工作人员建议修缮，但业主远

居海外，并无意愿，洪彩银退休金有限，

无力承担。

“低级别非国有产权文物是保护的

薄弱点。”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化

遗产科科长吴荣超说，“相较于出现大

问 题 后 投 入 大 量 修 缮 资 金 ，做 好 日 常

‘ 体 检 ’‘ 治 未 病 ’，更 有 助 于 文 物

保护。”

一岁一修。2023 年，中山设立不可

移动文物岁修补助资金，推行文物岁修制

度，以每年定期保养维护替代大修缮。

制度规定，中山对全市所有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且工程单个预

算总额 5 万元以下的日常保养维护项

目，进行全额补助。

外墙修补、电路改造、屋顶防水、清

除白蚁……洪彩银居住的这栋碉楼，如

今既有“面子”，也有“里子”。

2023 年，中山市补助首批不可移动

文物岁修日常保养维护项目 188 个，已

实施完成 184 个。

修旧如旧，最大限
度保存和延续文物的真
实性、完整性

修缮文物，除了对建筑结构“强筋

壮骨”，留存文物的历史信息也至关重

要。贺大龙说，从修缮方案设计到施工

过程，都要倍加谨慎精细。

“ 没 想 到 能 有 机 会 修 一 座 元 代 建

筑。”山西蓝胜古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项

目负责人赵鹏带领团队，为永寿寺制定

整体修缮方案。

“你看，这根梁木有何不同？”赵鹏

指指头顶上方的正殿梁架：半根采用的

是原材，自然弯曲，半根是补接的新料，

削切方正。

“这根旧木朽烂了一半，换掉最方

便。但我们尽可能保护文物原状，尽管

耗资更多，却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延续了

文物真实性、完整性。”赵鹏说，这也便

于区分文物原有部分和新修部分。

古建修复，遵循“原材料、原工艺、

原形制、原做法”的基本原则。

“正殿近百个勾头（屋檐筒瓦），只留

存下来一个，我们修缮时依此复制。”赵鹏

告诉记者，永寿寺正殿屋脊上的装饰性构

件鸱吻已全部遗失，便参照周边遗存的同

时代、相近规制的古建，结合当地群众描

述，寻找形制相近的鸱吻进行仿制。

修缮已经倒塌的天王殿，则是对散

落朽烂的结构部件进行复原复制，再按

榫卯结构搭建，不用一颗钉。

永 寿 寺 还 存 有 壁 画 ，年 代 尚 不 可

考。几十年前，村民紧贴着原有墙壁垒

起新墙，剥离难度较大。赵鹏表示，对

于修复难度大、目前不具备修复条件的

部分，将做好保护，为未来时机成熟时

修复打好基础。

为提升保护能力，永寿寺还新建了

排水系统，在天王殿和主殿之间安装监

控摄像头，并接入长治市文物监控平台。

永寿寺修缮期间，年事已高的闫俊良

多次前来查看。修缮完成，他写了两副新

对联。“这里承载了太多回忆，我希望它一

直都能被保护得好好的。”闫俊良说。

文 物 修 旧 如 旧 ，正 是 为 了 留 下 记

忆、记住乡愁。

石陂风雨桥位于新余市分宜县钤

山镇石陂村，建于清代。修缮前，风雨

桥不仅石质桥体受损，桥上的木质亭廊

也 严 重 朽 坏 、倾 斜 。 为 方 便 通 行 和 歇

脚，村民们曾在桥上抹了水泥、添了水

泥凳。这些后来添加的部分，破坏了文

物的整体风貌，修缮时被全部清除。

补 桥 ，使 用 传 统 三 合 土 夯 筑 ；修

亭 ，请 有 资 质 有 手 艺 的 老 工 匠 …… 动

工 前 ，施 工 人 员 特 地 询 问 了 年 长 的 村

民，考察了周边相似形制的文物，力争

修 旧 如 旧 。“修 后 的 风 雨 桥 ，就 是 我 小

时候看到的样子。”74 岁村民袁功成甚

是喜欢。

旧模样，更吸引人。石陂风雨桥成

了村民们日常休憩的好去处，慕名而来

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多方参与，千方百
计呵护好、珍惜好这些
瑰宝

戏水、喝茶、拍照……今年夏天，黄

虎村迎来游客 2000 多人次 ，带动罗汉

果、蜂蜜、香芋等特产热销。三座古桥

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助推器”。

爱古桥，看行动。村干部和村民志愿

者对古桥开展定期巡查。“古桥成了村子

的名片，要把它们保护好利用好。”龚斌说。

呵护好、珍惜好这些文物瑰宝，不

仅需要资金，需要良方良策，更需要多

方参与。

近年来，多地出台政策，加强基层

文物保护机构人才建设，充实文物保护

力量。

2022 年 4 月，江西出台加强文物保

护和考古工作机构编制保障的实施方

案。当年，新余市渝水区文物保护中心

新增了 15 个编制，500 多处低级别文物

有人护、有人管。

“以前，基层没人手，也不大会干，

渝水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主要依靠市级

单位的专业人员。如今，区里的文物保

护队伍逐渐成长起来。”渝水区文物保

护中心负责人过元庆说。

20222022 年年 55 月月，，山西省文物局等山西省文物局等 55 部部

门联合印发门联合印发《《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

养实施办法养实施办法》，》，由省级财政承担费用由省级财政承担费用，，山山

西大学教育培养西大学教育培养，，连续连续 55 年通过高考选年通过高考选

拔拔，，面向全省县面向全省县（（市市、、区区））定向培养定向培养 600600 名名

文物全科人才文物全科人才。。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

伦介绍伦介绍，，文物全科人才通过文物全科人才通过 44 年的培养年的培养，，

不仅要初步具备考古研究的能力不仅要初步具备考古研究的能力，，还要还要

兼具文物日常保养兼具文物日常保养、、文化遗产宣传等基文化遗产宣传等基

层文物工作的能力层文物工作的能力。。

李姝锦是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姝锦是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全科方向的大二学生文物全科方向的大二学生，，暑假期间回暑假期间回

到家乡运城市盐湖区到家乡运城市盐湖区，，参与第四次全国参与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文物普查。。辨认斗拱辨认斗拱、、屋檐样式屋檐样式，，知识知识

从课本走到了眼前从课本走到了眼前；；应用无人机应用无人机、、差分差分

定位设备定位设备，，头一回摸头一回摸，，第一次学……短第一次学……短

短一个多月，李姝锦收获良多。

李姝锦和同学们毕业后，将在县（市、

区）及以下文物保护事业单位定向就业。

“我们针对基层文保单位的实际需

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有针对性地

引进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力量。”高大

伦说，稳定的基层人才队伍，将为低级

别文物保护打下坚实基础。

今年，山东、陕西等省份也启动了

文物全科人才定向培养工作。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低级别文物

保护广受关注。针对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及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文物建筑的保护利用，国家文物局 2022
年专门发布《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

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意见》；山西、

福建、安徽等地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文物建筑认领认养；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通过“拯救老屋行动”等，对乡村文物

建筑进行修缮……

创新方法，技术赋能，文物能够以另

一种方式“永生”。

在山西运城新绛县永丰庄村的一

座关帝庙，几名工作人员手持仪器，正

对庙内壁画进行扫描。高分辨率成像

技术，能够发现人眼无法识别的细微裂

隙；多光谱成像仪和高光谱成像仪，可

以获悉内部空鼓病害范围、识别壁画的

物质成分和结构，就连隐藏于画下的原

始线稿也能捕捉得到。

2023 年 起 ，山 西 每 年 投 入 2000 万

元 ，委 托 山 西 文 博（集 团）有 限 责 任 公

司，开展“古建筑彩塑壁画抢救性数字

化保护”项目。运用三维数据采集、三

维模型重建、数字孪生等技术手段，在

最小干预的情况下，对文物进行数字化

复原。迄今，长治、晋城地区的 41 处低

级别文物已实现数字化保护。

“每个数字化采集点位，都有文物专

家全程参与。因为数字化采集能够更有

效率地获取更翔实的文物资料，专家可

实时给出意见，指导采集方向，从而为后

续保护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山西文

博集团总经理董龄岳说，要秉持敬畏历

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

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保护好、传承好老

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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