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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臻 世 界
——秦同千与中国古建筑文化保护传承的复兴之道

朱建华

人
物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 （右一） 在绍兴品臻园调研古
建文化保护传承

古建文化“活态保护”践行者秦同千

回望历史，是为了昭示未来。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博物
馆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首次
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此后，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古
老民族又一次踏上了加速振兴之途。

正当人们深切呼唤中华古老文
明，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民族精神
从传统文化深厚积淀中重铸之时，在
江南绍兴古城之中，有一位名叫秦同
千的逐梦者，历尽艰辛，百折不挠，以
虽九死而不悔的坚强意志，在中国古
建筑文化保护传承领域，苦苦追寻探
索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和价值支撑。耗尽全部财力与
心智，在华夏大地发起一场中国古建筑及其文化的拯救行
动，与时间赛跑羽化新生，创立中国古建筑文化保护传承的

“品臻样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建筑文化保护
传承的“活态保护”之路。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梦人，用
其保护传承古建文化的生动实践再一次证明，中华文化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
展壮大的丰厚涵养；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软实力中扬国威，复兴
路上好扬帆……

文化传承：炎黄子孙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

使命感是沉重的。
穿越华夏数千年的建筑瑰宝，走进华夏悠久的古建筑

文化，秦同千无时不刻不感到自己肩头的沉重。
如果说，当年的朱启钤先生创办了“营造学社”，而后才

有了留美归国学生梁思成、林徽因等的加入，他们发起对中
国古建筑的调查，发现了最早的木结构古建筑山西五台山
的佛光寺、南禅寺，开创了具有中国现代科学意义的古建筑
保护事业。而当代绍兴上虞人士秦同千出于对古建筑及其
文化的热爱，志在穷毕生之心力，奋起保护传承古建文化。

秦同千出生在1963年10月，正好遇上中国困难时期。
家乡在杭州湾畔，童年的记忆仿佛只有饥饿。他从小喜欢
语文和历史，喜欢自己家的老房子和有雕花图案的老家
具。那些《山海经》中的传说故事、历史书里的英雄人物、家
族兴衰的云烟，都让他念念不忘，这大概就是他敬畏祖先与
中国传统文化结缘的启蒙点吧。

也许，是苦难锻造了秦同千坚毅不拔、百折不挠的性
格。初中毕业，他放弃了继续念高中或中专的念头。因为
这个时候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是尽快挣到钱，为双亲减轻生
活负担，为兄弟创造成才机会。小小少年离家到最近的大
城市上海打工，成为了一名最基层的从事景观工程的打工
仔。他打工的地方所谓森林公园的前身原来曾是一个苗
圃，他睡在养猪场，铺上干稻草和草席就是床了。他每天能
挑几立方土，压得直不起腰。大上海高楼林立，抬头看不到
太阳，外滩的建筑群特别好看，可他真正领略上海的繁华，
站在南京路和外滩的人群中，已是第二年的事了。

若干年后，他才知晓，这之前的所有奋斗，原来只为了
一个人生目标：中国古建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秦同千的中国古建筑保护事业起源于他所从事的园林
绿化工程，他在江南偏僻山区农村找寻用于园林绿化价格
便宜的树种。这期间，他接触到了年少时念念不忘的东西
——古村落、古建筑、古家具、古花窗，每一样都让他流连忘
返，甚至忘记此行的初衷。

通过奋斗，他终于有了一些余钱，可以投入到自己真正
的爱好中去。从此每次出远门成了他最开心的事情，他几
乎把所有通过园林绿化工程挣来的钱都用来购买这些破旧
零散的老东西，走上了一条被称为“收破烂”的道路。

秦同千下定决心走中国古建筑文化保护传承之路，是
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次震撼。那一天他第一次来到
浙江慈溪天元镇古家具集散市场，看到大批古旧家具被装
进一个个集装箱出口国外，当时就大吃一惊，感觉老祖宗的
东西怎么就这样被贱卖、被肢解拆散，难道他们真的就一文
不值了吗？难道再也没有中国人需要他们了吗？

一个炎黄子孙的心被深深的刺痛了！
不久后的一次工作机会，他偶然来到上海大众汽车公

司的一位德国老总家里，惊讶地发现房间里的摆设竟然都
是中国的老式家具物件，奇妙的是，这些旧东西经过老外的

“捯饬”，焕发出别样的魅力，完全不是我们平时厌弃的旧样
貌。这对秦同千启发很大，对日后他走上古家具、古建筑的
收藏修复之路，可以说是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老百姓急于要摆脱原有的贫困，
于是有大量古建筑被破坏拆毁，浙江安徽一带农村，经常有
成片的数百年历史的建筑被主人拆掉，成为一片瓦砾。拆
下来的旧木料、构件等按堆论斤地卖。这样令人痛心疾首
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尤其当听到国外有整体复原的中国
古建筑时，秦同千再也坐不住了，像“着魔”一样，只要听说哪
里有老房子被拆的消息，总是想办法第一时间赶过去，纵然
举债也要将其买下保护起来。

在秦同千看来，这些散落在阡陌山路的祖先痕迹，是岌
岌可危的历史见证，更是伤花怒放的时光碎片，一砖一石、
一窗一瓦、一槛一柱，每个角落都布满岁月尘埃，它们佝偻
在自然的风吹雨打中，默默冷对人们弃如敝履。这些老房
子是承载中国人共同情感和记忆源头的生活容器，当它们
以一副乡土家园日渐式微的伤感景象渗入人们的眼帘时，
一扇扇破败的门窗仿佛一张张空洞的嘴，无力诉说传承文
明在时代喧嚣中沉默凋零的绝望。

文化传承，是炎黄子孙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啊！
不知有多少个撕心裂肺的夜晚，秦同千仰望星空彻夜

难眠，眼在流泪，心在淌血，我们的祖先，曾经有那么辉煌的
文化，岂能眼看她陨落得七零八碎？谁来接棒复兴中国传
统经典文化？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不能没有使命感啊！
中国迫切需要有志之士，拯救这些古老的生命于水火无知，
给她们一片安身立命的场所。给中国古建一片生机，愿子
孙后代还能在祖先的屋檐下繁衍生息。

可是，华夏之子秦同千能完成如此沉重的历史使命
吗？他的古建筑文化保护传承之旅能到达胜利的彼岸吗？

历史，在聆听回音；世界，在等待答案……

砥砺前行：与时间赛跑的拯救行动

风雨兼程三十载。
历尽艰辛为古建，踏平坎坷成大道。与时间赛跑的秦

同千从来停不下中国古建筑文化抢救保护的脚步。
刚刚进入新世纪的一天，秦同千得知安徽歙县有一套

老房子即将被损毁，他便带人立即出发驱车前往事发地。
谁知，汽车在盘山公路的悬崖上悬空抛锚，险些丢掉性命。
山路难走，只好弃车步行，当他们翻山越岭终于看到山坳里
的那片老房子时，悬在嗓子眼的那颗心才重新回到肚里。
这幢老屋已有4成倒塌，住户早已搬离，主人正准备拆掉门

窗运到外地变卖。秦同千出高价将其收购，让专业人员拍
照存档，量尺绘图，精心编号，而后请民工一根根木料搬运
至山下，一切料理停当之后，才发现已是次日凌晨一点钟
了，中饭和晚饭都没顾上吃。

2007年，秦同千在浙江淳安县发现一座精美绝伦的雕
花楼，当时六成柱子已经腐烂坍塌，靠毛竹临时支撑着，像
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随时都可能倒下。房主人拉住秦同
千的手动情地说：“这房子你收走修好复建起来是一件积德
的事情啊！”秦同千流泪了，当即决定
出资收购将其修复重建。谁料，因为
房屋损毁严重，上去拆瓦的民工掉落
下来，送医救治，花费了大量时间与财
力……

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
年年岁岁，哪里有即将被拆毁的老房
子，哪里就会出现秦同千的身影。山
山水水，村村寨寨，都留下了秦同千

“踩地皮”的脚印……
收藏古建筑需要有专门的地方保

存。为此，秦同千几经周折，最早是在
上海宝山区大场苗圃搭建仓库，后来，
又在家乡上虞租了一块工厂内的闲置
工地搭建更大的库房，将上海的所有
藏品，砖头瓦片石板石墩木柱牛腿月
梁等全部搬迁过去。随着藏品数量的
增多，又不得不在上虞嵩坝漳订村租
用了一个废弃的占地 60 亩的部队仓
库，在上虞的章镇租用一所废弃的中
学。连年不停地搬运真是劳神伤财，运费、保管费、人工费、
搬运工程中的藏品损耗，价值无法估算，仅仓库租赁和仓库
改造就花费2500万元。

保护古建筑的操心程度，非常人所能承受。聘请专人
看管、防火、防潮、防腐、防白蚁，不敢有丝毫怠慢。秦同千
聘请专门防白蚁的机构，每月两次上门防治。同时，堆放木
头的仓库，每年要翻动两次，否则木头长期堆放会发霉。所
以这几百幢老房子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真是伤筋动骨，伤透
了脑筋。家人反对，很多亲朋好友都觉得不值，说老房子就
像个无底洞，无论你在其它地方挣多少钱都不够填补这
里。但对于秦同千来说，老房子就像他的孩子，又怎么会对
它们计算养育成本？要求它们带来物质回报？他唯恐轻慢

了它们，对
不起它们，
守护古建筑
就是他的责
任，难以割
舍。

面对痴
心不改的秦
同千，家人
们真是欲哭
无泪啊！

十 年
前，在浙江
发现的一幢
清代雕花古
楼，看第一
眼便怦然心
动 将 其 买
下。近年，
经常有收藏
家表达开出
数十倍于原
价的数字购
买，一名北

京客商甚至开出几千万天价，秦同千不为所动，一口回绝。
近30年间，小到斗拱，大至宅院，秦同千的收藏一样没有转
让出售。

保护古建就必须拥有一支身怀绝技的工匠队伍，为了
使这些残破不堪，面目全非的古建得到修复重获新生，秦同
千不畏艰险，踏破“铁鞋”开始了他的“寻才”之旅。在黄山徽
州，留下“四顾茅庐”诚请古建测绘大师程世忠的佳话，在秦
同千感召之下，起初不愿背井离乡的程世忠率领一支由70
人组成的老工匠队伍移师绍兴。大木匠程武、罗根才，雕花
匠厉阳春、厉时标、厉阳君，砖雕匠江越强，方新中，石雕匠张
仁……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对传统文化怀有敬畏之心，祖上
几代传承且有工匠精神手艺精湛的民间艺人，个个身怀绝
技，灿若群星。

面对满目疮痍的建筑残片，像一道道裸露的伤口，匠
人们一个个轻轻擦拭，细细揣摩，慢慢修复。仿佛回到母
亲怀抱的婴儿，这些疲于生存的干涸生命终于重新得到了
爱的洗礼。如果没有传统手艺，如果没有手工匠人们，中
国的固有民族姿态将荡然无存，傲视世界的艺术瑰宝则所
剩无几。只有通过他们的手，建筑骸骨才能重新变回血肉
之躯！

有谁能够知晓这些古建保护者劳作的艰辛呢？每天基
本都要趴八九个小时，大都变成驼背，手掌中有厚厚老茧，
手背伤痕累累；常年在粉尘、高强度环境下工作，导致其衰
老速度、受伤频率都高于其他手工匠人。但愿更多人关注
手工艺，尊重手工匠人，尊重他们朴实的人生智慧，尊重他
们精诚的艺术态度，尊重他们刻苦的劳作精神……

秦同千的古建文化保护着传承之举，得到了许多专家
学者的首肯。2001年的一天，中国古塔专家、上海同济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路秉杰见到秦同千，盯看他良久，而后开
口问：“你是哪里人？”

“绍兴人”秦同千目光中含着不解回答。
“这就对了，”路秉杰面带微笑说：“第一，你做这件事情

是利国利民又积德的事情。第二，这个事情只有像你这样
有情怀的人才会去做。而且你是浙江绍兴人，是一个有文
化渊源的地方。第三，这件事假如你想做，会做的相当累相
当辛苦”。

2011年4月，秦同千上门拜访同济大学建筑规划学院教
授、博士导师阮仪三，这位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
中心主任、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享有

“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等称谓的古建文化专家，曾经是主
张“古建原址保护”的“学术强硬派”，但多年“原址保护”面对
诸多困难，无奈接受“异地保护”之策。阮仪三初见秦同千
表情中露出不以为然，认为秦同千是为了赚钱，不可能脚踏
实地做古建保护。可当他几个月后受邀来到绍兴、上虞秦

同千的古建收藏仓库时，却被眼前宏大的古建收藏和匠人
艰苦劳作场面深深地震撼了。阮仪三却慧眼识珠，被秦同
千古建文化保护传承的真情所打动。谈起温州楠溪江边有
一幢古建，屋主人要盖新房子，索性一把火把老建筑烧毁的
举动，两人同为此事的发生而痛心疾首，两个博大的胸怀跳
动着共同的节拍！

2008年一个晨曦初露的早晨，秦同千攀上天风浩荡的
会稽山山顶，面对着曾诞生过文学巨匠鲁迅的绍兴古城，心
中孕育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梦想。

他在对祖先的敬畏中与天地对话，与东方古老文化和
现代理念交流，静默的秦同千立于乱云飞渡的山巅，寸发短
须，便装着身，身材消瘦，面容庄重，充满忧患又极富使命感
的深邃的目光穿透浙中北部的莽莽群山……

羽化新生：“活态保护”的古建文化“品臻样本”

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
保护。

为此，秦同千苦苦寻找着古建筑的运用方式，他不断请
教国内知名的古建筑保护专家，参与古建保护的论坛交流，
赞助城市遗产保护的研究机构、考察国内外古迹遗址的案
例。他希望古建筑能在使用过程中重新焕发生命力。

这也许是上天对他的眷顾，一天深夜，苦苦思索的秦同
千忽发奇想：要避免本质结构房屋潮湿发霉、蚁蚀虫咬、倾
斜倒塌，就必须通过实际投入使用，用人气滋养它们的存
活，这不就是曾有人提出的“古建筑活态保护法”吗？

这一灵感让秦同千兴奋不已，彻夜未眠。
2008年夏末，秦同千在上海偶然遇到绍兴市市长张金

如，并向他说起正选址重建老建筑博览园，已考察过上虞、
覆危山、莫干山等，颇具开拓创新精神的张金如马上意识到
这是一次历史机遇，二人相见恨晚，一拍即合，马上决定将
这一项目作为市招商引资落户绍兴山水美丽如画的会稽山
旅游度假区宛委山麓。这里依山傍水，南傍中日友好樱花
林，东望若耶溪，背靠香炉峰，紧靠绍兴古城，文化积淀深厚，
能够满足老房子的生存条件。且周边依然居住着大量原住
民，能以现代方式使用并体验这些老房子。符合中国建筑
大师梁思成先生“古今兼顾，新旧两立”的建筑理念，是一块
理想的“古建筑活态保护”践行地。

2009年5月18日，绍兴“品臻园”正式开工。历时7年，
精雕细琢。汇集天下工匠，穷尽艺人智慧，攻艰克难，挥洒
无数汗水。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文化圣地之一，这座大禹曾经会盟
诸侯的古老圣山会稽山早已声名远播。然而令许多海内外
人士感到惊奇的是：如今在会稽东麓的宛委山樱花林掩映
下，还有一片由数十幢始于明代的中国建筑为主体、精心保
护典藏修复而成的古建筑群落——绍兴品臻园，占地约19.7
万平方米，包含25栋品臻山水、兰亭安麓（酒店）、艺术馆、书
院、主题文化生活中心等设施。

秦同千为此投入资金13亿元，以精心修复的明清古建
为核心，打造一处独一无二的桃园。原为清末一户地主家
厅堂的“白果厅”，其中的木柱均为百年以上白果木加工制
作而成，推门而入，古老的木门发出“吱呀呀”的沉闷之声，让
人仿佛穿越到了礼教严谨的清代，怀旧之情油然而生；明代
中期安徽古民居“官厅”设计之精巧，实属罕见。拾阶而上，
令人感觉宽敞大气、朴实严谨。前堂大厅柱粗、梁大，气势
磅礴，上面留下的风化纹证实了它历经岁月的洗礼；雕花楼
为会稽山古建筑中雕花最多、最为美观的一栋房屋，内部雕
刻装饰富丽堂皇、奢华至极，可谓经典传世佳作；明代中期
民居建筑“花厅”，柱粗梁厚，整体给人的结实厚重之感；明代
程式民居，打破传统方位对称格局，悬空挂柱，奇妙之处令
今人不得不对古代匠人的智慧感到由衷的赞叹与敬佩；“盐
商官厅”原为安徽一个大盐商的铺子大厅，进门抬头看见巨
大横梁，霸气十足，恢弘大气；“将军府”整座建筑用材粗壮、
高大巍峨、雕饰丰富、技艺精湛，以其独特的制式：双天井、罗
锅椽、圆柱雕础、青砖铺地等建筑特色，显示出高人一等的
建造规格与营造手法……

闪烁着古老的中华智慧的光芒，这是何等诱人来自神
秘东方古国美轮美奂的古建筑群落啊！

秦同千的古建筑复建之路还在延伸。他参加在上海展
览中心举办的国际古典家具博览会时，与时任上海青浦区
新城公司董事长鲁千林相遇。鲁邀他去上海青浦的朱家角
建园。秦同千到朱家角通过土地市场公开拍卖拿到了鲁千
林推荐的那块风水宝地。

2012 年 8 月 18 日，在上海青浦区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动工开始了又一
个古建筑保护复建工程——上海品臻
园的建设。

上海品臻园由朱家角安麓及安麓
别业（十栋）、邻湖别院（二十九栋）、艺
术馆等组成。将近600年历史的明代
江南第一官厅“五凤楼”，距今170余年
历史的晚清古戏台复建于园中，并限
量呈献10栋安麓别业，承袭江南名门
气度，重现中国建筑礼序之美。

五凤楼占地约1330平方米，前厅
五开间，后院七开间，三进两天井，尺
度惊人，气势恢宏、空间开阔、五凤翘

翼。历经 4 年精心修复，耗时 8 个月完成搭建。古戏台原
建于清嘉庆二年，为歇山式屋顶。大屋顶脊吻，有正吻、蹲
脊兽、垂脊吻，角戗兽，套兽等，飞檐翘角，垂脊及戗脊末端
均有彩塑戏剧人物，栩栩如生，庄重中透着秀逸。整个戏
台富丽堂皇，色彩绚丽……

上海品臻园用资7亿元人民币。
为了让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及能聚拢全球人气，真

正做到活态保护。秦同千又一次执着地踏上合作伙伴的寻
找之旅。几年来，他先后接触到数家国际顶级酒店管理公
司，御庭、悦榕庄、香格里拉、URC……

2012年底，秦同千有缘结识了北京首旅集团董事长段
强和安缦集团创始人Adrian.Zecha先生，双方很快就建造一
个保护生态、美观艺术的古建酒店及和谐融入当地自然与
文化达成共识。秦同千决定携手安麓，在品臻园项目中打
造两家世界级古建筑酒店——上海朱家角安麓和绍兴兰亭
安麓，遵循国际先进生活理念，结合中国传统工艺和西方现
代管理，实现中国古建筑文化保护传承的可持续发展……

秦同千几十年生死相依的古建筑收藏终于焕发了容
光。2016年2月1日，朱家角安麓试营业，那天早晨，秦同千
驱车来到开业仪式现场，当他拉开车门第一眼看到矗立在
阳光中的五凤楼与古戏台时，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家人，禁
不住泪流满面。那些历经风雨历尽艰辛拯救重生的中华古
建瑰宝，一露面便惊艳了世界！

品臻中国，品臻世界……

品臻世界：辉映东方的未来之星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在绍兴品臻

园调研时，曾称赞秦同千的古建筑文化保护传承之举。
2016年4月15日，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亲临绍兴品臻

园调研古建筑文化保护传承，充分体现了浙江省委、省政
府对古建筑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视与支持。

在筑梦人秦同千看来，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
离别的家园，正在接受现代市场经济考验和洗礼的中华民
族，不会离别自己的精神家园。通过激活我们的文化基因、
格物致和、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古为今用，可以增强我们民
族内心的动力、强身壮体的抗体和慎终追远的定力……

三十年秉持建筑“行走中的文化范本”的梦想；十五年
维护与整修大量的收藏品，按类归置与构思；十年反复磋
商、慎重择地，寻找复兴文化的理想基地；六年脚踏实地付
出，涉及规划、基建、配套、管理；五十年中国手工艺人保护、
教学、传承计划……秦同千，一肩源自梦想的重担，一个倾
诉毕生追求的使命，一份坚持活态保护的决心，一场与时间
赛跑的拯救行动……

“记得住乡愁”，而古建筑就是乡愁的依托。面对每天
都有老房子倒下的严峻现实，拯救者的使命远未结束。

令人欣慰的是，秦同千收藏保护之路借以起源的园林
绿化产业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旗下的上海秦森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已经成长为国内园林行业的佼佼者，并正在资本
市场征途上稳步迈进。秦森园林继2015年4月登陆新三板
之后，2016年又踏上转向上海主板的征程。秦同千希望秦
森园林能在2018年顺利发行上市，并开启一个更好的资本
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大展拳脚，势必可以为古建保护传
承做出更大贡献！

虽然，秦同千现为上海市静安区人大代表、阮仪三城市
遗产保护基金会理事、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常务理事、绍兴
市上虞区收藏家协会名誉主席、上海燊榕古建文化研究中
心理事长、明清家居及古建收藏家。但他丝毫不敢懈怠，拟
在未来十年间继续依托在古建筑保护和收藏领域独特核心
优势，在上海、北京等核心大城市建设高端古建筑艺术度假
酒店，树立最具中国特色的古建艺术度假酒店品牌。五年
内实现再建造2-3个古建艺术度假酒店，管理20-30家民宿
及中高端古建度假景区酒店，使之成为中国文化体验的极
致场所。继续走古建筑活性保护重建之路，在中国具有代
表性的历史名城和古镇旁边打造古建高端酒店旅游综合
体：在浙江，建设基于古镇旅游为核心的休闲度假景区；在
云南，建设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的古建旅游
度假景区；在贵州，打造最具民族风的古街改造旅游度假景
区……

这是一条何等令人振奋的中国古建筑活化保护之
路啊！

秦同千充满正能量的中国古建文化保护传承之旅，又
一次刷新了中国形象，“秦同千现象”，不在于他当下或未来
能重建多少古建筑，为中国古建文化重塑多少座里程碑，而
是他没用国家一分钱的市场化的改革创新实践，创出了一
条中国古建文化保护传承的复兴之路。

品臻园，必将成为中国古建保护传承的一个令世人瞩
目的文化符号。

品臻园，必将成为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中国古建文化
最亮丽的名片。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
的中国梦。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没有文明的继
承与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
进程，肩负着推进一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秦同千将
永远是这一伟大使命的践行者与追梦人……

为梦前行，品臻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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