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宁公园（江西横峰）

闽浙赣苏区，是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优
秀共产党人，领导闽、浙、皖、赣四省
边区人民创建起来的坚强的苏维埃
阵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六
大苏区之一。苏区始创于 1927年 10
月，经历了弋（阳）横（峰）暴动初创、
信江“割据”、赣东北时期、闽浙赣鼎
盛时期等阶段，先后建立过 58个县
委和 32个县级苏维埃政府，苏区人
口数百万，游击区人口逾千万。闽浙
赣苏区被党史界誉为中国共产党人
早期局部治国理政的实践地，“到处
是活跃跃的创造”，曾被毛泽东同志
高度评价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
获得“苏维埃模范省”的特殊荣誉，
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1927年10月至1931年初，苏
区政权机构设在弋阳芳家墩，机关
办公、部队驻地基本靠征用本地的
集体建筑如祠堂、众厅，或者是征用
地主、大户人家的房产为主，没有自
己设计和独立建造的建筑。1931年2
月，党政军群机关迁至横峰葛源，苏
区进入了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各
项建设得以创造性的开展，还有了
一些自己设计、建造，且带有鲜明地
方特色的建筑。

闽浙赣苏区主要建筑

列宁公园（横峰葛源） 坐落在
闽浙赣苏区首府——横峰县葛源镇
葛源村，始建于1931年春，是闽浙赣
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人民群众休息
娱乐的场所。当年方志敏亲自设计
和筹建了这座公园，命名为“列宁公
园”。公园建成后，闽浙赣根据地举
办红色运动会时，游泳等比赛项目
就在园内的游泳池举行。

列宁公园紧依葛溪河，公园以
夯土围墙环绕，总平面呈椭圆形。
公园保存着方志敏、邵式平等老一
辈革命家建设的六角红星亭、宿舍、荷花池、游泳池（配有
更衣室）等建筑。尤为珍贵的是，当年方志敏亲手在园内
栽植的一株梭柁树如今枝叶茂盛，需几人才能合围。公园
大门为牌楼门式立面，平面呈八字形，夯土墙体，黄灰抹
面，鹰不落墙帽，墙脊饰垒瓦脊，脊两端微翘。大门上镶嵌
长方形“列宁公园”四字的靑石匾额，其书法苍劲有力，匾
无落款。

列宁公园（闽北武夷山） 位于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对
面，始建于 1932 年，原为城隍庙旧址，占地 50 亩。1931 年
起，方志敏两次率领红十军入闽作战，开创了以崇安（今武
夷山）为中心的闽北苏区。1932年 8月，中共闽北分区委员
会和闽北苏维埃政府迁入崇安县，仿效闽浙赣省苏维埃政
府所在地横峰葛源建立列宁公园的做法，将此地辟为“列
宁公园”。

红军操场及司令台 坐落在横峰县葛源镇枫林村，是
闽浙赣苏区的红军部队操练和苏区军民群众集会的地方，
每逢节日和红军凯旋时都在此举办庆祝大会、文艺演出，
体育运动会也在这里举行。1932年12月11日，赣东北省苏
维埃政府更名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为防敌机轰炸，苏
区党政军群机关从葛源镇葛源村迁往 3 公里之外的枫林
村。1933年初，方志敏亲自率领苏区军民，修建了红军操场
和司令台。同年的 11月 18-20日，闽浙赣省第三次工农兵
代表大会在枫林村召开，会议期间举办了“全省群众武装
展览会”，展览了省兵工厂制造的新式枪炮和各地群众自
制的枪支地雷。展览会还进行了地雷演习和武术比赛。1934
年11月24日，方志敏同志站在司令台上，最后一次向群众
告别，率师北上抗日。

司令台位于操场北侧尽头，长12.94米，宽9.27米，正立
面立有木柱，两侧及背面为墙体承重，梁架为人字梁架，赭
红色油漆，小青瓦屋面。

红军烈士纪念亭 位于横峰县葛源镇枫林村的来龙
山，坐西朝东，单檐六角，木结构，攒尖顶，小青瓦屋面，

总占地面积 13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9平方米，地面均为卵石地面。

1933 年初，闽浙赣省苏维埃政
府为纪念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烈
士，在来龙山山顶上修建了一座六
角纪念亭，亭内竖了 5面碑石，正面
刻着为革命捐躯的烈士名单。纪念
亭四周古木参天，环境幽雅清静。当
年苏维埃政府各机关单位、学校经
常到此凭吊，方志敏在早晨也常到
这里散步、做操。

闽浙赣苏区建筑的特点

在那个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
根据地主要任务是反“围剿”、扩大
和巩固根据地，但闽浙赣苏区却在
繁忙紧张的战斗间隙，仍然排除万
难，坚持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充分
彰显了方志敏等苏区领导人的爱民
情怀、为民初心。

建筑性质体现了“公”字。建设
的建筑都是公共建筑或纪念设施，
均为开放式，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
的人民建筑，如民所愿、为民而建。

建筑原则体现了“实”字。建筑
以实用为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木构件均是当地常见的樟、杉等木
材，不饰雕刻。地面三合土、鹅卵
石、柱础等就地取材。建筑还特别
注重安全性，葛源列宁公园的游泳
池，最初设计水深 2.5 米，后考虑安
全因素，改为深水区 2 米，浅水区
1.5米。

建筑风格体现了“美”字。建制
模式上采用本地匠人的传统技艺，
带有浓郁的赣东北地方特色。司令
台硬山顶山墙曲线柔美，形似猫儿
拱背。列宁公园入园主干道以红星
亭为对景，左右分别有泳池和莲池
与之相呼应，构成了明确的轴线对
称园林空间。园内地形错落有致，小
径蜿蜒起伏，树林深邃，曲径通幽，

环境清雅。这些当时的“新建筑”，完美、完整地融入了地方
民居建筑群，不显一丝突兀。

闽浙赣苏区建筑的重要价值

革命精神价值。闽浙赣苏区建筑是“固化”的党史和革
命史，是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科书，凝聚着深刻的内涵，蕴
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这些建筑没有选用豪华昂贵的施工
材料、施工工艺更是简单朴素，但正是这种朴实无华，恰恰
体现了筚路蓝缕、砥砺奋进的革命精神，传递了“唤起工农
千百万”的革命信仰，更是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鱼
水情深、生死相依的真实写照。

历史价值。闽浙赣苏区建筑与闽浙赣省其他众多革命
旧址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展示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创建与发展的历史。它见证了近代中国一些重要的历史时
刻，与历史事件紧密相连，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工
农红军史以及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历史、抗战史的重要历
史实物资料。闽浙赣苏区建筑原址保存、状况良好，在土地
革命战争六大根据地中也属少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闽浙赣苏区建筑在传承赣派建筑布局简
洁、朴实素雅风格的同时，又讲究创新，无论是开放式空间
格局构造，还是列宁公园、司令台的命名，乃至烈士纪念亭
留有余位的烈士碑刻，都呈现出一种早期革命战争年代气
息。由于全部是公共建筑，更加注重功能布局、体量组合、
流线组织，具有别具一格的艺术情趣。

社会价值。闽浙赣苏区建筑是我国重要的人文景观
和极具代表性的红色资源。它见证了闽浙赣苏区广大军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革命斗争，是弘扬我党我
军优秀传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同时，它还
是了解及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的重要实例。

（作者单位：横峰县博物馆 上饶市方志敏革命旧址管
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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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容像”绘制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南京夫子庙大
成殿馆藏重要的大型画像展品，其长6.3米、宽3.1米的尺幅也使
之成为现存少有的巨幅纸本孔子立像。画幅质地为书画宣纸，原
装裱方式为木质背板挂墙裱件。由于该容像长期处于不良展示环
境中，加之纸质藏品本体材质脆弱的原因，易受光照、灰尘、温湿
度变化、霉菌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画像断裂、残损、变色、污染、微
生物侵蚀等病害情况较为严重。该件藏品主要展陈于夫子庙大成
殿正殿正中墙壁上。根据现场调查发现，作为容像背板的木质框
架已出现翘曲变形和部分木质脆化、糟朽等现象。

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委托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于
2021年3月初，正式启动对馆藏孔子容像修复保护工作。修复
工作前编写了《南京大成殿馆藏孔子画像藏品的修复保护方
案》，并对该容像的清洗、除菌、整型复原及局部修补加固等技
术处理工作进行了推演及实验，以期使修复后的容像不但能
有效满足展陈需要，还能延年益寿。

制定修复计划 容像整体沿背板拼接痕迹断裂成数块大
小不一的画片，画片背部依然粘连有大量背板木条，修复工作
也从整理碎片、揭除木条开始。在完成初期的整理工作后，根
据容像实际状况，调整制定了依次对每张画片进行除尘、固
色、清洗、补缺及托心处理，再将画片拼成整体后，进行后续加
固、装裱、全色等工序的实施计划。

理化性能检测 在修复前就容像的理化性能进行了分析
检测，并对病害进行观察评估，了解容像的具体状态，科学开
展修复工作。对色料溶解性进行分析检测时发现，位于容像上
方的文字部位由浓墨写成，遇水极易发生洇化；胡须部位的白

粉、剑柄及蔽膝处的青色颜料遇水均易脱落。容像下部酸化现
象严重，经检测pH值为4.6，伴随明显的糟朽、脆化。整个裱件
断裂为8片，表面灰尘堆积较厚，有大面积污渍、黑霉，伴随少
量青霉。纸张糟朽严重，多部位碎片化脱落。

除尘清洗技术难点及解决措施 在整个修复实施过程
中，借鉴了许多传统材料及做法。在除尘工序中，发现容面表
层附着的灰尘颗粒触感明显，但是容像被霉菌腐蚀了部分纸
张肌理，加上纸张本体酸化，造成糟朽严重，出现大量破碎起
翘的碎片。使用毛刷清尘会进一步破坏糟朽区域，带起碎裂纸
片的边缘，所以选择使用面粉与黄柏煎制的水和成柔软且不
粘手的面团，在画面区域轻轻揉搓，使附着的灰尘被粘起清
除。黄柏作为传统中药材，已被证实具备抗真菌的作用。在清
洗工序中，使用皂角水调制清洗液软化溶解容像表面污垢。同
时为防止水流冲击对脆弱的纸张造成伤害，使用了更柔和的
喷雾形式以清水浸润画心，并借助卷起的毛巾于纸面轻滚吸
水以带离纸张部分灰尘与污渍。

揭裱拼接技术难点及解决措施 由于容像尺幅巨大，且
已断裂成8张画片，故而在揭裱托心的过程中，制定了上、中、
下三段式的操作流程，即三段分别完成揭裱托心后，再完成整
体拼接。考虑到拼接方式的牢固及美观性，借鉴了书画装裱中

“夹口”的制作概念，在拼接位置预留 3-5厘米的区域不完成
揭裱，只以韧性较好的桑皮纸裁成纸条粘贴加固，托心时上浆
也避免接触这个区域，托纸沿拼接区域外放20厘米，从而形成
一个“夹口”；另一边则只需要托纸时同样预留 3-5厘米以韧
性较好的桑皮纸加固的区域即可。

操作方法大致为：先将待拼合的两段容像背面向上，充分
润湿并平整画心；接着分别将上段容像待拼接长边的夹口托
纸揭开，将中段容像待拼接长边的固定皮纸揭去；而后根据画
意将容像两段拼合，并在拼接区域完成揭裱后，用染色后的补
纸修补拼缝处的破损及裂隙；最后给整个拼接区域均匀上浆，
刷平预留夹口的托纸，容像上段所预留的托纸余边覆盖整个
拼接区域，并搭盖于中段托纸边沿5厘米的区域上，从而完成
拼合。下段拼合方式也是相同的。

装裱技术难点及解决措施 在完成拼接工作后，选择桑
皮纸条对容像折痕处进行了加固；对修补后破损区域及部分

漏白区域进行了补色处理；将容像整体绷平干燥，使之经过自
然舒展和收缩恢复平整。在完成对容像四周毛边的方裁后，就
进入镶料覆褙的阶段了。

一般来说，镶料工序应当在覆褙之前完成，但是在画心湿
润舒展的过程中，发现这张巨大的容像吸水润涨后的尺幅误
差达到了5厘米以上，这个程度的误差是镶边用的绫料无法润
涨达到的，如果先行镶料会造成画心在覆褙时形成大块堆积
褶皱，所以再次调整修复计划，先进行覆褙，再正镶绫边。在覆
褙工序上，考虑到容像纸张的物理强度较弱，故而选择生绢托
制后作为覆褙材料使用。由于容像面积较大，同时为了保证覆褙
质量，将托制完成的生绢先行经过拼接后绷平干燥，覆褙选择“直
覆法”，即将浆水直接刷于容像背面，并以拼合完成的白绢进行分
段覆褙。这种方式可以使画心充分润涨舒展，不易产生折痕或堆
积，同时为保证画像表层不会发生脱落，覆褙前在画心正面衬垫
了湿润后的大型宣纸，以起到保护和固定的作用。

在经过覆褙干燥、全色接笔、砑光、方裁等收尾工序后，这件
经过修复的孔子容像得以重焕生机。画像虽经重新装裱保护，但
过于严重的纸张老化现象，实非人力所能干预。为此，根据画像尺
寸专门定制了保存使用的无酸画盒，不展示时可以存放其中。

对于中国书画修复而言，一方面要借鉴流传下来的传统
技艺经验；另一方面还要从书画作品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当调
整操作方式，避免“生搬硬套”带来的不利因素。如何做到在书
画修复中灵活使用各种技法和步骤，从而达到“吾随物性”，是
修复师始终要思考与面对的现实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

江西省安福县地处赣中西部，历史悠久，全县现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市（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 114处，其中以安福孔庙、大智石刻、河溪毛泽东旧
居、洞渊阁文旅街区为代表，蕴含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近年
来，安福县根据“三年三步走，再现三千年”的指导思想，在文
物保护和利用工作中加大投入，文旅融合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赋能，为民众生活赋彩。

工作困境

文保领域专业人才匮乏。安福县的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
主要由博物馆负责。在人员配置方面，共有人员编制15人，但
因各种原因，实际在岗从事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只有9人。由
于人员少，业务多，很难有效开展更为细致的文物保护和研究
工作，只能应对文物安全巡查、文物“四有”、文物“四防”等常
规工作。对文物资源调查、文物申报公布、文物档案整理、文物
维护修缮等相对专业的业务难以自主开展，对文物保护工作
的执行力度十分有限。

不可移动文物面临消损风险。安福县一些不可移动文物，由
于尚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加上相关部门对市域古建筑、古村落
等历史文物遗存的重视程度不够，致使部分历史文物遗存在未
确定其价值的情况下损毁消失。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安福
县登记不可移动文物598处，截至目前，若干（因无法进行统一的
核验和统计，具体数据不详）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因旧城改造、
危旧房改造、拆旧建新以及自然损毁等而消失。

部分文物产权人保护意识不强。当前，非国有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单位管护问题较为突出，部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
的产权性质较为复杂，相关产权人或产权单位保护文物的积
极性较差，对这类文物进行保护具有较大难度。比如枫田镇的
义行定邦公祠（毛泽东旧居），由于产权人众多，意见不统一等
原因，阻碍了建筑修缮保护，目前文物建筑几乎全部损毁。

文物保护缺乏总体规划。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
需要有完善的文物保护利用总体规划作为指导和保障，但当
前安福县尚无系统化的文物保护利用规划，基层文物受到安
全威胁。比如在城乡开发建设中，由于缺乏对文物安全保护的
约束和指导，出现有意或无意侵占文物用地，可能对文物造成
破坏。此外，文物的防灾减灾尚未作为重要和专项内容纳入地
方自然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体系中，导致文物存在
安全隐患。

对策建议

加强文保管理队伍建设。一要加强现有人员的教育培训，
可通过外出交流培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升专业能力，
培育一支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专业文物保护队伍。二是加大
福利待遇和政策倾斜，多渠道吸纳对口专业优秀人才投身基
层文物保护工作。三是强化文物保护执法队伍建设，明确职责
范围，由专门部门和专人负责文物执法、文物修复、文物安全
隐患排查整改等工作，严厉打击刻意损毁文物、恶意盗挖文
物、倒卖文物等违法行为，最大限度保护基层文物。

强化文物资源保护利用。坚持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建设并
重的原则，合理规划古建筑保护范围，城市建设在总体上应该
与古建筑的风格保持协调。一是分类施策。不同类型的文物遗
迹在修复和保护过程中应区别对待，实行一对一的修复方案，
定期进行维护和修复，保持文物遗迹蕴含的历史信息。二是综
合考虑古建筑与周边环境的互动关系。对于文物古迹的保护
不应只关注文物自身，更应当充分考虑古建筑与周边环境的
互动关系，做好安全性保障。三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
在保障文物安全的情况下，政府应鼓励支持通过办博物馆、建
设民间工艺品经营场所、建设文化创意产品基地等合理方式，
提高文物利用水平。

加强文物安全执法及隐患排查。由于部分非国有不可移
动文物保护单位的产权性质相对复杂，文物行政部门应采用
一事一策的方法，加强文物安全执法工作，有效解决现存矛
盾，促使产权人或产权单位增强安全保护意识，配合开展保护
工作。对于违法违规拆建历史建筑行为，要加大行政执法力
度，确保文物安全。做好基层文物“智慧三防”（消防、安防和防
雷）项目，建设文物保护消防工作平台。文物保护管理部门与
消防部门要建立有效协作机制，联合定期对基层文物保护单
位开展消防检查，确保文物安全。

加大宣传提高公众参与度。基层文物安全保护工作仅依
靠政府部门难以面面俱到，需要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度，形成
全民保护文物的良好氛围。对现有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设置
标志牌，提醒公众保护历史文化遗存、自觉维护文物安全。基
层文物保护部门应通过电视台、网络等媒介，结合节庆纪念日
等节点，加大文物保护宣传力度，普及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
规、科学知识等，强化文物保护意识，让全民自觉参与到文物
建筑的保护之中。

（作者单位：安福县博物馆）

2023年 12月 4日，雍和宫消失近百年
的戒神正式在戒台楼重新亮相。雍和宫戒
台楼始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位于雍
和宫七进院落中的第六进院落，法轮殿的
西侧，是乾隆皇帝为迎接六世班禅大师进
京将原受戒楼改建而成。戒台楼面阔三间，
进深五间，样式参考了承德避暑山庄外广
安寺戒坛式样，外立面为重楼式，内部为通
体式。六世班禅在雍和宫驻锡期间，曾在此
戒台楼为僧人传道受戒、讲经说法。

戒台楼内筑有上下三层的青白石方形
石台，三层戒台分别象征着佛教中众生居
住的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戒台四面均雕凿
有佛龛，一层49龛，二层36龛，三层28龛，
共计113龛，每龛中均供奉有椴木雕刻的戒神。戒神即为戒坛
的守护神，为护法之神。每座佛龛门楣上均阴刻有满蒙汉藏四
种文字的尊名。清末至民国时期，社会动荡，雍和宫亦未能幸
免，雍和宫的文物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其中戒台楼的戒
神在这一时期被毁坏、佚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雍和宫戒
台楼的佛龛内呈空缺状态。

1949年以来，雍和宫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寺
院建筑得到了应有的修缮与保护，于 1981年重新对外开放。
四十年以来，雍和宫在传承佛教仪轨、弘扬佛教文化、保护历
史文化遗产等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在雍和宫住持的呼吁下，
恢复戒台楼戒神，重现戒台原貌的工作被提上日程。

关于雍和宫戒神的线索，雍和宫已退休的文物工作者徐
新华曾提起，雍和宫曾经有一张民国时期的黑白老照片，上面
就有戒神的身影，而且20世纪80年代戒台寺就是依据该照片

恢复了戒台寺的戒神（因戒台寺复原的尊像
和佛龛均没有名称，故无法依据戒台楼的戒
神像对雍和宫的戒神进行复原，即便复原也
无法做到和戒台佛龛上方的尊号一一对
应），遗憾的是这张老照片一直未能找到。

2022年，雍和宫管理处博物馆部在整
理馆藏旧档案资料时，发现了这张珍贵的
黑白老照片，由此为雍和宫的戒神恢复提
供了契机。这张老照片长约 28厘米，照片
上戒神像最大者约1厘米，最小的约0.5厘
米，按照戒台原本的上、中、下次序分三层
陈列于大殿台阶上。照片的上方还列出了
各尊像藏语名称的汉语音译。雍和宫经师
佈和昭日格师傅依据这张老照片，一一放

大，仔细辨看，将各尊神像与佛龛门楣上的尊名逐一对比辨
认。尽管有的尊名因石质风化剥落已经漫漶不清，但是经过他
对四体文字的耐心认看比对，最终做到了尊像、尊名对应无
误。辨识完成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依照老照片来雕刻恢复戒
神。经过甄选，雍和宫最终委托国家非遗黄杨木雕传承机构完
成此项任务。通过样稿审阅后，9名雕刻大师着手选材创作，
最终采用色彩淡红、质地细密的桧木，以清刀雕刻手法，施淡
彩切金，精工细作，历时近1年雕刻完成了全部113尊戒神像。
为做好戒神的保护及文化传承，此次为最下层一栏的戒神制
作安装了相同材质精工雕刻的护栏，并在每尊戒神下方贴出
汉、满、蒙、藏四体文字尊名。

至此，雍和宫的113尊戒神重新复原面世，进一步提升了
雍和宫戒台楼的文化价值与欣赏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雍和宫管理处）

红军操场（江西横峰）

列宁公园（福建武夷山）

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孔子容像修复实录
巫骁 周娴婷 陈子卉

闽浙赣苏区建筑的特点与价值
徐宗发 洪蓓

基层文物保护的困境与对策建议
——以江西安福县为例

郭群

雍和宫戒台楼戒神原状复原
李冀洁

“孔子容像”修复前 “孔子容像”修复后

闽浙赣省红军烈士纪念亭（江西横峰）

■修复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