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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面，我国南方乡间田野、丘陵山坡百花开放，大
地披上新装。

上图为重庆市奉节县甲高镇油
菜花开，扮美民居。

郭梦墨摄 （新华社发）
下图为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

石市村航拍的田园春色。
曹正平摄 （新华社发）

核心技术领先世界

“中博”是珠海银隆新能源集团生产纯
电动汽车的北方产业基地之一。银隆集团
副总裁李贤能开场白就切入正题：“治理汽
车尾气排放污染，政府决心大，群众呼声
高。‘中博’提出‘创新驱动、引领环保承
载使命’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为社会提供
高端产品，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作贡献，把
绿色能源产业做大做强！”

“中博”之所以敢于担当“创新驱动、
引领环保承载使命”的重担，缘于银隆集团
通过 10 年发展，打造出一条掌控核心技
术、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闭合式循环产
业链。其核心电池“钛酸锂”材料不仅弥补
行业材料空白，具有“耐宽温、高安全、长寿
命、快充电”四大优势，领先于世界水平。

正因为“四大优势”领先世界水平，
银隆集团于2014年选址石家庄正定新区产
业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这里的园区工
程建设速度呈现出两个“出人意料”：一是

占地 3000 亩的汽车产
业园建设用地，石家
庄市政府很快落实；
二是一期建设工程当
年 1 月 8 日奠基入场，
4 月 18 日总装车间开
工，9 月底总装车间
完成设备安装并投入

试生产。这样的建设速度与工程质量令外
界赞叹不已。

海外并购贡献力量

业界人士把银隆新能源电动汽车喻为
当前国内汽车业一批“黑马”，怎样解读？
听到笔者的问话，营销中心总经理高铁楠
激动地说：“新能源关键在‘新’，银隆作
为跨国集团，是目前国内唯一拥有完整新
能源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先进‘钛酸锂’
技术的高科技、创新型、多元化企业。”

银隆新能源“钛酸锂”电池储能系统之
所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归功于银隆集团2010
年战略收购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奥
钛纳米技术有限公司。掌控了这项全球顶
级技术，不仅使银隆形成了新能源纯电动
汽车和智能储能系统两大支柱产业，而且
成为银隆未来发展的引擎。

近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迅猛发
展，动力电池技术炙手可热，大有“得技
术者得天下”之势。于是，在动力电池主
战场上演了三元锂、磷酸铁锂、钛酸锂三
方“拼杀”的一幕，而银隆集团“钛酸锂”
电池以“耐宽温、高安全、长寿命、快充
电”特质，在竞争中取胜并得到广泛肯定。

传递绿色出行理念

核心技术决定优势竞争力。为早日取

得“钛酸锂”技术，银隆集团组织专业团
队，致力于“钛酸锂”技术应用与开发，
在吃透钛酸锂和磷酸铁锂技术之后，启动
了“钛酸锂”电池批量生产与应用。采用
钛酸锂电池，既是破解当今“城市病”的
新举措，向社会传递“低碳发展”的新理
念，更是发出绿色出行的新倡议。

正是源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世界领
先的“钛酸锂”技术，银隆集团靠技术优
势闯市场，2015年研发的第四代高能量密
度的“钛酸锂”电池与第三代相比，成本
下降 40%、能量密度提高 60%。2016 年，

“银隆钛”电池技术被联合国工业组织授予
“全球可再生能源最具有投资价值的‘蓝天
奖’”；双层纯电动巴士荣膺第二届中美低
碳峰会指定用车。

“中博”以新能源汽车引领环保承载使
命，园区建设树标杆。一期占地1508亩的
产业园区，既看不到烟囱，也听不到隆隆
机声，宽敞平整的柏油路穿插在茵茵绿草
之中；路边整齐排列的电动汽车长龙，等
待发送客户；连为一体的总装车间、焊接
车间、涂装车间长达1300米的大厂房，地
下设置净化设备，不让点滴污水流失。历
经两年多风风雨雨，“中博”坚持不断进
取，开拓创新。而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纯电动12个型号的大中型客车、专用客
厢车，已销往北京、石家庄、邯郸等30多
个城市，向社会和民众传递“新能源公交
出行”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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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由珠海银隆集团旗下的石家庄
中博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纯电动双层旅游大
巴，往返穿梭北京天安门旅游观光线及连接颐
和园、圆明园、中关村等景点的北京观光三
线，凭借纯电驱动、零排放、低噪音等优势，
受到市民和游客点赞。

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选购公交车素以标
准严格而著称。然而，石家庄“中博”仅2016
年交付北京公交运营的新能源汽车就达到480
台。石家庄“中博”何以在市场竞争中拔得头
筹？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来到该公司探访。

冯骥才 （左二） 和马国湘 （后排左三） 在古民居博览园修复
工厂参观，他们非常关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

漫漫抢修路 复活古民居

马国湘的古建筑抢修之路，始于二十多
年前在旧货市场中收了一件古建筑构件。那
个年代，人们对古民居还没有太多概念，甚
至还存在着破坏古民居的行为。

闽南某地，有数十栋散落在旧区的特色
红砖大厝，在城中村改造中计划被整体拆
除，代之以高楼大厦。马国湘得知此事连夜
赶往，可就在到达前一天，一场大火将其中
一栋精美红砖大厝烧毁，现场仅剩残存木炭。

马国湘见状非常痛心，当即做出一个决
定，斥巨资把即将被拆毁的红砖大厝全部抢
救下来，包括烧毁的那栋老宅，也要原样记
录。他说：“以后有机会要全部修复重建，让
人们记住这个惨痛的记忆。”

被问到抢救古民居的初心，马国湘的回
答很简单：“只要是爷爷奶奶留下来的东西，
无论好坏美丑，都有他们生活的印记，都有
儿时的记忆，丢弃不得，所以我就竭尽所能
的抢救。”对此，马国湘“不光收老房子，老
房子里的家具、摆件，还有衣服鞋帽和孩子
玩具等，能收的全部都收，甚至连门前的一
棵老树，我也要抢救，然后将它种活。”

马国湘抢救的古民居越来越多，有些即
将被拆除或被毁掉的古民居主人，主动找上
门来，请他抢救保护，希望有朝一日能让自
家的老屋焕发新生。这样一栋又一栋的抢救
保护，到后来马国湘已经累计抢救了1000多
栋古民居。

安徽省蚌埠市的领导听闻这个消息，邀
请马国湘将抢救保护下来的一些古建筑安放
到蚌埠龙子湖畔，建成露天博物馆，并起名
为“湖上升明月”，寓意古民居能“明月寄相
思，载乡愁”。对此，马国湘表示：“如果没有
这个邀请，今天这些古建筑还是堆在我的库
房里，所以我特别感谢能有这个机缘，让这
些古建筑复活，获得新生。”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冯骥才也曾
到访过古民居博览园，他认为古民居博览园
将散落四方、无人理睬甚至危在旦夕的民居
收集起来，精心修缮，集中保护，既达到了很
好的保存效果，同时又能供人欣赏传统和认识
历史，这就是采用露天博物馆的方式集中保
护。冯骥才的肯定让马国湘前进的动力无穷。

技艺传承人 古建守护者

“单看库房里收来的这些圆圆方方造型各
异的木头，不知道它们背后的故事，就是一堆
烂木头。但这堆烂木头找到了也找对了它的新
家。他们的故事就有了新篇。”马国湘说。

在古民居博览园建设过程中，马国湘还
建有古民居修复工场。在这个修复工场里，
汇聚了一百多个匠人，他们抹沧桑、涤浮
尘、斫腐朽、补残缺，用世世代代耳口相传
的古老技艺——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
艺，“手”护着古民居，“手”护着中国人的
家园。

中华建筑文化如汗牛充栋，惜世上未有
“古建大全”，深以为憾。给古民居修复带来
最大的挑战就是费脑——在没有测绘图纸的
情况下，要把整栋建筑装进脑子里，然后原
样组装起来。于是，马国湘亲力亲为，指导
着他的绘图师画出一座座房子的图纸，然后
一次次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慢工出细活”，工期慢、效率低是正常
的古民居修复特点。古宅的所有木制构件、
隔断、饰物，包括斗枋拱檀、廊柱梁角、牛
腿雀替、门扇腰板，几乎都由具有传统木刻
经验的艺人详细作“体检”和必要的整修，
一一补足。精细的雕工，有些甚至可卸下当
作木雕工艺品。这些木雕图案题材众多，有
神话故事如西游三国、水浒封神、八仙过
海、麻姑献寿、渔樵耕读等，有以自然生态
作为吉祥物，如祥鹿仙鹤、五蝠莲荷、麒麟
龙凤等，此外，还有儒家传统人文理念，忠

孝节义、劝善扬德，寓教于乐、潜移默化。
古民居的复建工艺非常复杂，不能依靠机

械帮忙，需要木工亲自爬上爬下，完全手工调
试。于是，马国湘为了确保安全，几乎每栋复
建的古建筑都由木工反复搭建三次，在确实没
有问题的情况下才移到古民居博览园中。

柱子、门板、花格窗、房间的隔断、梁
……当时拆的时候，每一个房间都有照片，
每一个木构件都有编号，标注着在屋子的什
么部位、朝向是怎样的。复建时，工匠按照
绘图重新组装，就像搭积木一样。

很多古民居的外壳早已起皲灰化或者损
坏，既不利观瞻，更无法保护内在木质构
造。因此，很多老房子还“穿”上了一件结
实的新衣。

这一切，都传承了老派建筑的一贯传统。

古民居新生 别样好风景

2012 年 11 月，湖上升明月·古民居博览
园正式动工兴建，马国湘带领着工人搞建
设，堆山、扩湖、筑岛、开河、绿化，在
5000多亩土地上为古民居建筑群打造出优美
的环境。目前，复建的古民居已涵盖了安
徽、浙江、江西、福建、山西等八省。

“古民居不仅仅是让人参观的，更主要
的是让人们能够体验它，使用它，感受它。
我还要用老房子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发生在
老房子里每个家庭的家风、家训、家教尤为
重要，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家风建设
摆在重要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讲好中国故
事。”马国湘说。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湖上升明月·古民
居博览园呈现出了别样的好风景，焕发了新
生。在这里，有粉墙黛瓦、大家风范的徽派
古建群，有画舫荡漾、流水缠绕的江南枕水
人家，有红砖古厝、双燕归脊的闽南古村
落，还有气势威严、高大华贵的山西大院以
及三边悬空、巴楚文化“活化石”吊脚楼

……在这里，你能重访汤显祖“临川寻梦”
的牡丹亭，你能游览 《西厢记》 张生后人的
老宅“西厢待月”，你还能再走一遍北洋军阀
时期的倪公祠、督军府和“唐家花园”……
在这里，“二十四桥”清风古韵波心荡，乡村
祠堂怀抱祖德追思远，大戏台腔柔调繁弦未
绝，还有龙脊古塔雕梁画柱名族情深……

邀文化大咖 筑文化高地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把湖中升明月·古民
居博览园打造成文化高地，马国湘邀请了一
批批文化艺术界人士到访指导。

冯骥才来访后强调“古民居与古村落不
一样，古村落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
和，是活态的，古民居必须是活化的，不能
让它空着”，“古民居保护有上千种方法，不
要轻易否定”。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
士澍认为古民居博览园的古建筑群令人震
撼，值得赞扬，而一些老的匾额和楹联承载
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值得保护珍藏。他还
建议先确定每栋古民
居的文化主题，然后
根据文化主题和建筑
风格来题写补写匾额
或者对联，让书法艺
术与人文景观完美融
合，增加整个园区的
文化内涵。

前文化部部长、
著名作家王蒙参观古
民居博览园时，非常
关注已经完成梁柱框
架搭建的古民居是否
使用的是老材料，同
时对博览园的发展也
提出了希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对古民居博览园的艺术建构曾经提出了很多
有针对性的建议，并建议典藏活化，要让

“养在深闺人未识”和藏在“冷库”里的艺
术品重见天日，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

著名导演张艺谋把脉古民居博览园文化
发展脉搏时，提出一定要有从来没有过的体
验和观感，要不断地用新方式、用年轻人喜
欢的方式激起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何水法到博览
园参观时认为，保护和梳理历史文化遗产文
脉，是一项恢复“中华文化重要标识”的大
工程，关系到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在未来的发
展。因而，在实施和鉴别过程中，必须根据
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情
况，因地制宜，把握轻重，制订好规则，允
许一定条件下的迁移保护和重建、新建项
目，纳入到“标识”工程。

“湖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穿越在古
民居博览园中，每一处美景都会让你感觉异
常亲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你血脉中的记
忆，是每个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乡愁。

传承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 彰显建筑美学

湖上升湖上升明明月·古民居博览园显品味
陈俊贤 杨妤 文 胡雪柏 摄

近日，安徽蚌埠“湖上升明月·古民居博览园”掀开了新的一页，升级成为文化部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大禹文化

产业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博览园将对由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马国湘先生近年来所

抢救保护的450栋古民居进行集中修复，让古民居建筑群焕发新的活力，形成“山为屏，水绕房，文景双绝”的特色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