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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广州中山纪念堂完成了历时
372 天的屋面修缮工程。这是近 25 年以
来，该纪念堂经历的最大规模的修缮。

去年 7 月启动修缮

广州中山纪念堂坐落于越秀山南麓，
是广州人民和海外华侨为纪念孙中山先
生而筹资兴建的会堂式建筑，于 1928 年
兴建，1931 年建成，如今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入选中国首批 20 世纪建筑
遗产。然而，随着岁月流逝，历经 90 余
年风雨的纪念堂也面临一些需要修缮的
问题。

“漏水问题是纪念堂面临的主要安全
隐患。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起，漏水情况
就开始出现，最近几年间越发严重。此
次屋面修缮前，纪念堂共出现漏水点 200
余个。”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管理中心园容
绿化部部长饶淼森介绍，漏水不仅影响
屋面的结构安全性，还威胁到纪念堂内
的灯光、空调、音响等设备的用电安全，
已经达到必须修缮的程度。

饶淼森介绍，近年，纪念堂以保养
维护为主，同时进行过几次小规模修缮，
针对屋面局部开展换瓦及补漏工作，但
这些局部修缮只是对部分漏水点进行修
补，没有全面地揭瓦换瓦、处理防水涂
层，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屋顶漏水问题。
对此，纪念堂在申请立项修缮工程并得
到国家文物局批复通过后，2023 年 7 月启
动修缮。

“本次修缮是对纪念堂屋面及其附属
结构的全面修缮。一是对纪念堂主体建筑
屋面进行揭瓦大修，重做防水层；二是对
主体建筑屋面排水系统检修及维护，总长
度约 800 米；三是对屋面紫铜天沟、飘檐、
檐口椽子等进行修补。”饶淼森说，修缮旨
在解决困扰纪念堂多年的屋面漏水问题，
保障文物建筑安全。

“研究性修缮”

纪念堂修缮难在哪？饶淼森介绍，
作为国保级文物建筑，纪念堂不能在修
缮方案设计阶段就大面积揭瓦面勘察，
无法在开工之前就制定出精确施工方案，
而是需要在开工后进行详细的二次勘察，
才能确定最终修缮方案。

这种“边施工、边勘察、边试验”
的修缮工程也叫作“研究性修缮”，饶淼
森说，“项目开工后，我们组织设计、施
工、监理单位对纪念堂的屋面结构、屋
面防水层和漏水位置进行详细勘察研究，
根据原状防水工艺，对不同防水材料在
屋面板上的粘结力、耐候性和防水效果
进行多次试验研究，最终确定出最合适
的修缮方案。这是强调修缮工程的科学
性、严谨性，强调对文物的尊重，将保
护工程视为一种研究过程的体现。”

如何找到合适的防水材料？饶淼森
介绍，各单位专家对每种防水材料进行
了全面综合的试验。首先将防水材料涂
在屋面板上，通过拉拔试验，检测防水
材料与屋面板之间的粘结力。第二步是
检测耐候性，由于广东地区经常出现高
温和降雨交替的天气，需要保证防水材
料在冷热交替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留
原有性能。最后是将不同的防水材料按
施工工序涂到屋面板上，掌握它们之间
的粘合效果。在三项试验通过后，这些
防水材料还需要在施工现场进行“模拟
雨天”实验，通过实验的材料才能纳入
候选名单。

经过 90 多天反复试验，20 多次的严
密计算，修缮团队最终从 20 余种防水材料
中选取 6 种应用到修缮工程中。“经过多次
论证，我们决定将刚性防水材料和柔性防
水材料结合起来，在屋面板上开展施工。”
饶淼森说。

除了选取合适的新型防水材料，修
缮团队还采取了架空板瓦、叠瓦 10 厘米
等传统岭南铺瓦工艺，采用锤灰、草筋
灰、桐油灰等传统材料进行铺瓦，落实
文物建筑“按原状修复”的原则，力求
还原纪念堂原貌。

“修缮不打烊”

中山纪念堂平日里发挥着纪念、旅
游、会议和演出功能。为了不影响游客
和市民的文化生活需求，修缮团队决定
在修缮工作中贯穿“修缮不打烊”的理
念，在兼顾施工安全与施工进度的同时，
确 保 纪 念 堂 主 体 建 筑 正 常 向 市 民 游 客
开放。

“纪念堂施工期间采取了最高标准的
安全围蔽措施，对绿色施工、文明施工
等 都 提 出 了 较 高 的 要 求 。” 饶 淼 森 说 ，

“我们搭建了外挂冲孔板形式的全包围综
合钢脚手架，水平单边长度超过 60 米、
高度超过 30 米，还在施工区域搭设了防
坠棚，在主体建筑各出入口设置了安全
通道，既落实好安全文明施工的原则，
又严格控制了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
粉 尘 ， 把 对 游 客 和 观 众 的 影 响 降 到
最低。”

除了保障游客和市民的安全，修缮
团队还努力做好科普宣传工作，让更多
人了解纪念堂的历史和此次修缮的前因
后果。为此，修缮团队设计了科普漫画，
纪念堂的拟人形象“念念、堂堂”回答
游客和市民关切的问题。饶淼森说，大
家看完科普漫画后都放下心来，继续参
观和观演活动，不少游客和市民还主动
表示，愿意支持配合纪念堂修缮和保护
的相关工作。

修缮施工期间，纪念堂主体建筑共
接待游客 107 万人次，举办文艺演出 158
场次，无任何事故发生。

加强保护监测

为期一年多的修缮工作告一段落，
但对纪念堂的监测和保护工作还在持续
开展。饶淼森介绍，纪念堂除了常规的
人工定期检查外，还于近年引入了科技
保护手段，着手建设起一套文物建筑预
防性保护监测体系，包含文物建筑结构
动态变形监测系统、地下水位自动监测
系统及白蚁病害监测系统等。

据介绍，未来，相关团队还将引入对
建筑沉降、振动、内力变化、地下水位情况
及环境影响等因素的监测，让监测体系持
续完善，从而系统掌握文物建筑结构安全
情况和变化规律，便于实时分析和排查文
物安全隐患，变“被动应对问题”为“主动
发现问题”，为纪念堂的保护、管理和研究
工作提供方便。

    

展示新的研究成果

陈星灿表示，长江流域拥有中国最为富
集的铜矿资源。商王朝南下长江中游地区，
将南方铜矿资源北运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
的青铜冶铸技术，这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从而开启了长
江流域的青铜时代。长江流域先民在充分汲
取中原青铜冶铸技术和礼器制度的基础上，
结合自然环境与本地文化传统，逐渐形成了
以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为代表
的相互借鉴又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体系。长
江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交相辉映、相互影
响，共同建构了中国青铜时代绚丽辉煌的文
化主体。

四川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文明发源地，自
古以来也是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中心。“以广汉
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考古成
果展现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创造性。特别
是近年来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 6 个祭祀坑，出
土的文物显示出与中原地区、江汉平原地区
文化的密切联系，彰显了四川地区在长江流
域青铜文明与黄河流域青铜文明之间的交流
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陈星灿说。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以 《三
星堆遗址真武宫玉石器作坊考古发现与阶段
性研究》 为题介绍了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
发现。

2022 年至 2024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联合故宫博物院对三星堆遗址真武宫地点
再次进行考古发掘与勘探，明确该地点先秦
时期遗存的年代从距今 3900 年左右延续至晚
商殷墟二期，确认了商代中期的多座大中型
建筑以及玉石器作坊相关遗存，对于认识三
星堆遗址聚落结构、手工业生产技术体系等
关键问题意义重大。

“阶段性研究表明，本次发掘出土石器材
质多样，包括板岩、砂岩、凝灰岩、流纹岩、
蛇纹岩等类别，与成都平原西北部龙门山地
区的岩石种类基本吻合，推测三星堆石器主
要的原料产地可能在龙门山。”许丹阳说。

2019 年底以来，三星堆遗址的新发现不
仅使三星堆持续成为热点，而且引发了学界
对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更多关注。“三星堆的
新材料，使我们能够建立起长江上游与长江
中下游、与中原和其他区域的联系，这将使
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更加完整、更加立
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中
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施劲松说。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介绍
了近年来安徽省围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海
岱地区夏商西周考古研究”三大课题开展的
夏商周考古工作及其重要发现。

其中，夏代考古工作包括蚌埠禹会村龙
山文化城址和大型礼仪性建筑及相关祭祀活
动遗存的发现与早期夏文化的探索，斗鸡台
文化特别是肥西三官庙遗址夏商之际青铜器

群的新发现与新认识，淮河流域多处包含有
岳石文化遗存的遗址的发现，长江以南马鞍
山等地点将台文化遗存的发现，铜陵师姑墩
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商代考
古工作包括中商时期淮河中游青铜文明中心
阜南台家寺遗址的重要发现，皖西南的怀宁
琚新屋遗址发现殷墟时期文化遗存，安徽长
江以南湖熟文化遗存的发现及其与吴文化源
流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周代淮夷方国、吴、
越、楚、蔡等文化遗存，沿江地区铜矿开采
与冶铸遗存均有大量发现。

“相关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凸显了
夏商周时期安徽江淮地区作为‘金道锡行’
的重要资源、交通与文化走廊地位。”叶润
清说。

 交流新认识新思考

“邓家湾遗址出土了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
一件铜刀，经过检测，铜含量为 83.5%，是铜
砷合金，它是目前长江流域发现最早的人工
冶炼铜器；郭元咀遗址发掘揭露的铸铜作坊
遗存，保留了清晰、完整的青铜铸造的证据
链，对长江中游地区商代青铜的铸造水平与
工艺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其展现的丰富文化
面貌对探讨长江中游地区商文化发展演变、
地方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
融合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是长江中游商代
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的重要材料……”湖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表示，“长江中游
文明进程研究”项目开展以来，九里岗、石
家河、孙家岗、邓家湾、八里桥等考古项目
取得的新收获拓展了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
的新视野。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田野考古研究所
所长田伟介绍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现的与
铜矿冶生产有关的夏商时期遗存。他认为，
大致在商代早、中期之际，受中条山地区矿
冶活动逐渐停滞等因素的影响，以商文化为
主体的矿冶遗址在多地出现，并在商代中期
兴盛起来，成为商王朝重要的铜料来源地。

“商代晚期，商文化分布范围缩减，几个

矿冶产地均成为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
但商王朝对于金属矿料资源的需求有增无减，
说明王朝在晚期阶段获取矿料的方式发生了
改变。”田伟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高成林关
注的是湖南商州青铜器，他认为，湖南商周
青铜器并不是一个整体，至少由 3 部分组成，
即殷墟二期前后的青铜器、殷墟二期以后的

“商代南方青铜器”和商末周初的青铜器。
“根据遗址发掘梳理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湘江地区考古学文化变迁，长江 （包括湘江）
流域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的更替可能与中原
商周更替的大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炭河里
文化的出现与兴起可能与商周更替和周初分
封有关。西周王朝建立后，实行分封，不仅
确立了炭河里文化在湘江流域的统治地位，
而且可能还赏赐了一批战利品和人员 （包括
一批铸铜的手工业工匠）。随着这批移民的到
来，湖南早期越式青铜器兴起。”高成林说。

关注未来研究方向

除此之外，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爱
冰、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中
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系
主任杨益民对安徽沿江地区矿冶遗产构成及
价值阐释、古文字学和人骨病理学、湖北商
周时期陶器有机残留物分析等多个方面进行
了讨论，为了解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早期中
国青铜文明提供了科技考古的视角。

“本次研讨会的议题，从长江流域到黄河
流域，从青铜文明的史前基础，到东周、秦
汉时期的发展走向，内容丰富。”施劲松认
为，研讨会在呈现新认识的同时，还提出了
很多有待继续研究、具有开放性的问题。比
如，考古遗产的价值如何揭示？长江流域文
明兴起的生业基础是什么？

他表示，研讨表明，要认识一个区域或
者一个流域的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多
种理论、方法，深入地研究各区域的各类考
古材料，对区域的研究是关键。同时也需要
研究其他区域的材料，研究相邻的区域，探
索文化的接触、交流、传播。即使是对于那
些不直接相邻的区域的考察，也可以让我们
更好地了解各地文化发展的共通或者独特的
轨迹。

施劲松说，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进
一步开展多学科研究，同时继续深入考察资
源、技术、观念、人口的互动，探寻文化交
流的动因、方式与结果。除此之外，还应当
开展环境、资源、技术、交通、族群、宗教
信仰和社会面貌等方面的专题研究，从而突
破区域界限，获得更具整体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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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动与交流视野下的长江
流域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上，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
世山介绍了2023—2024年河南殷墟
洹河北岸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进展，
包括洹河北岸地区探出四横两纵的
路沟以及沟渠，西北冈商王陵区东
区新探180座陪葬墓，在西区发现
疑似大墓两座。中部偏南的大型祭
祀坑发现象、圣水牛、鹿等动物。
王陵区以西探出巨型沙坑，在侯家
庄南地宽达百米的沙土带；武官东
南地发现洹河古河道的北岸，武官
西南地发现古洹河的南岸。“以上发
现显著推动了殷墟 （大邑商） 规划
与布局、商文化与商代社会的研
究。”牛世山说。

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四川广汉

共话长江流域
青铜文明

本报记者  赵晓霞

    “长江流域有哪些新的考古
发现？四川地区在长江流域青
铜文明与黄河流域青铜文明之
间的交流互鉴中扮演了什么角
色……”日前，由中国考古学会
主办的“互动与交流视野下的长
江流域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
（中国考古学会第二十一次年会）
在四川广汉举行，百余名来自全
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交
流探讨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中国
早期青铜文明最新研究成果。

“长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之一。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呈现多
元融合的文化景观，是对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文化特
征的重要诠释。不断深化长江流
域青铜文明和周边区域文明互动
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对于揭示中
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
史图景和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历
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
会理事长陈星灿在本次会议的开
幕式上致辞时说。

延伸阅读

湖北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出土铜块。            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夏商之际青铜
器。         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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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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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在给广州中山纪念堂主体建筑八角亭屋
面铺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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