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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筑迁移保护工作展开的原因是一些历史文物建

筑无法在当地展开保护保护工作, 所以必须将这部分文物

建筑迁移到其他地方进行保护, 避免文物建筑出现损坏等

情况。基于此,本文就对文物建筑迁移保护的概念进行阐述,

并探讨文物建筑迁移保护中的场地利用与环境塑造的主要

对策,以期提高文物建筑迁移保护工作质量。

1文物建筑迁移保护的概念分析

一般情况下, 我国文物建筑保护包含原地保护和迁移

保护两种,顾名思义,文物建筑迁移保护就是指,将文物建筑

移送到其他地点进行保护, 是我国文物建筑保护中一种常

使用的方法。文物建筑宿迁保护主要是针对城市中的一些

大型建筑,这些建筑由于一些原因,在当地无法正常进行保

护,所以必须移送到指定地区进行保护,实现文物建筑保护

工作目标, 文物建筑迁移保护主要包含文物建筑局部迁移

和文物建筑整体迁移这两种,例如,我国在建设安林高速公

路时,为了保证周围的慈源寺不受影响,就对慈源寺进行了

整体迁移工作；而重庆市在建设三峡库时,为了保障奉节县

的瞿塘峡壁摩崖题刻不受破坏, 就展开了局部迁移工作,对

这些文物建筑进行了保护。需要注意的是,相关单位在展开

文物建筑迁移保护工作时,需要从文物建筑整体出发,并对

文物建筑迁移地点进行研究, 保证文物建筑和文物迁移地

点可以完美融合在一起, 保证文物建筑迁移到指定地点后,

既不会丧失文物建筑的历史价值, 也不会对迁移地周围环

境产生影响,从而保证文物迁移保护工作质量。

2文物建筑迁移保护中的场地利用分析

2.1文物建筑对未开发新址中自然山水地形的利用分

析

文物建筑在迁移过程中所选择的迁移地点具有多种类

型,如果文物建筑迁移到未开发新址时,需要加强对新址中

的自然山水地形的利用,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

方面,相关人员在进行迁移地质选择过程中,需要对迁移地

质的地形条件、可利用空间、生态环境情况等方面内容进行

分析, 保证所选择的迁移地点与文物原先所处环境相似,迁

移场地的面积、方位都与文物建筑相符合。另一方面,相关

人员确定了文物迁移地质后, 还需要对迁移地质周围的地

形、土壤、植被、水体等自然环境进行了解,根据迁移地质周

围的自然环境选择迁移文物,让文物建筑做到“因地制宜”,

能够与开发新址中自然山水地形完美融合在一起, 实现文

物建筑迁移保护目标。例如,相关人员在对湖北省秭归县的

文物建筑进行迁移保护工作时, 所选择的文物建筑迁移新

址在凤凰山景区,面积大约为 8.20平方千米,相关人员对迁

移新址进行分析后,对迁移新址重新展开布局,根据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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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条件选择不同的文物建筑,然后进行文物建筑迁移,让文

物建筑和周围环境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实现了文物建筑对

未开发新址中自然山水地形的有效利用。在重庆市巫县大

昌民居迁移工作时, 相关人员所选择的迁移地点为主镇区

东部西包岭地段,这个地段位于大宁河的北岸,与文物建筑

原厂地有着相似之处, 文物建筑迁移后可以更好进行融合,

实现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目标。

2.2文物建筑对已有建成环境中人工场地的利用分析

相关单位在文物建筑迁移保护工作中经常会将迁移保

护地点选择在已有建成环境中人工场地, 在此种情况下,就

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相关人员需要根据已

有建成环境中人工场地的大小、环境特点等内容合理选择

建筑物,保证建筑物色彩、样式与场地能够完美融合,提高文

物建筑宿迁保护质量。另一方面,由于部分文物建筑群具有

一定特征,在此种情况下,相关人员就需要保证文物建筑迁

移场地能够与建筑群的气氛相协调, 保证文物建筑迁移工

作对场地能够合理利用, 为已有建成环境中人工场地营造

一个人文景观。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英国领事馆

迁移时, 相关人员所选择的迁移场地为广西北海市的一个

校园内部, 这个新场地周围有法国天主堂北海教区主教府

楼、教会医院、德国领事馆旧址等建筑,这些建筑都具有西

式风格,将北海市英国领事馆迁移到这个场地,可以与周围

文物建筑完美融合,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增加文

物建筑价值。

3文物建筑迁移保护中的环境塑造分析

3.1文物建筑迁移保护的空间特色塑造工作分析

相关人员要想保证文物建筑宿迁保护工作质量, 就需

要加强迁移地质的空间特色塑造工作, 具体可以从以下两

个方面展开：一方面,相关人员需要保证文物建筑本身特点

不被掩埋。在展开文物建筑宿迁保护工作时,相关人员需要

加强新场地的选择工作, 让文物建筑可以与新场地周围环

境完美融合,不受限制。另一方面,相关人员在展开空间塑造

工作时, 需要将一些空间不合格的建筑物进行拆除工作,避

免文物建筑发生重复。例如,相关人员在对张桓侯庙建筑进

行迁移时,由于所选择的地质岩层比较浅,在此种情况下,相

关人员要想保证张桓侯庙建筑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 就需

要使用钢筋混凝土对新场地进行浇筑工作, 形成一个屋基

后在展开文物建筑迁移工作,与此同时,相关人员还需要使

用人造岩石对新场地进行修饰工作, 让新场地在修建过程

中不会出现问题,保证文物建筑迁移工作质量。与此同时,相

关人员在对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西沃乡西沃村的西沃石窟

进行迁移保护时,由于此文物建筑具有自己的特点,规模也

偏大,在此种情况下,相关人员在展开文物迁移工作时,就提

前对文物建筑制定了七根水泥挑梁, 使用这七根水泥挑梁

为文物建筑搭建栈道,并使用毛石对文物建筑的将背部、顶

部和左右两侧包砌,将新砌的正面部分作旧,使新老岩石的

色调基本协调,让各个块体形成一个整体,能够与新场地完

美融合在一起,展现出文物建筑的具体特色。

3.2文物建筑迁移保护的人文环境塑造工作分析

在文物建筑迁移保护工作中, 相关人员要想保证文物

迁移工作质量,就需要加强周围人文环境塑造工作,具体可

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文物建筑对人们有着吸引,

可以体现出历史发展特色,在此种情况下,相关人员就需要

严格遵照历史要求,对历史文化元素进行考虑,让文物建筑

可以对迁移地的人文环境进行塑造, 让前去游玩的人们产

生思想共鸣。另一方面,相关人员需要保证文物建筑迁移工

作不会抹杀文物价值, 让文物建筑和人们文化活动进行融

合,提升文化建筑的生命力,实现人文环境塑造工作。例如,

相关人员在展开张桓侯庙迁移工作时, 为了保证文物建筑

的特色能够传承下去,就需要选择随县城迁移的方法,让张

桓侯庙民间祠庙的特点继续延续下去, 为当地居民定去举

办富有民俗色彩的活动, 让张桓侯庙的历史文化特色得到

传承,从而为迁移地点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实现文物

建筑迁移保护工作目标。与此同时,相关人员在重庆市丰都

秦家大院的迁移工作中将文物与旅游行业相结合, 在文物

建筑中增加了人们活动区域, 让人们在文物建筑内可以进

行观赏、活动,从而打造一个集“可居性”、“可观性”、“可游

性”于一体场所,让文物建筑的原有价值得到传承,更好的与

迁移环境相融合,实现文物迁移工作的初衷。

4总结语

总而言之, 文物建筑迁移保护工作是建筑保护的一种

方法,由于此项工作涉及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生物学等

诸多学科,所以具有复杂性特点,在迁移保护工作中需要注

意的事项也非常多。面对此种情况,相关单位要想保证文物

建筑迁移保护工作质量, 就需要加强文物建筑与迁移地点

的研究工作, 保证文物建筑与迁移地点周围环境能够完美

融合,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实现文物建筑迁移保护工作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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