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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度剖析了现阶段文物建筑修缮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工程案例,简要论述了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原则,提出

了切实可行的优化改进策略,旨在保证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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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度剖析影响文物建筑修缮的关键因素 

1.1 勘察设计缺乏科学合理性 

1.1.1 测绘专业性匮乏 

在传统理念下,对古建筑开展测绘工作的主要工具包括

梯子,刻度尺,简要照明设备,测距仪等,简易测绘对专业工

具的标准要求较低,使用流程较为简便,但碍于测绘精确性

有待考证,测绘技术人员需要加大误差控制力度,由此,测绘

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直接决定了测绘图纸的实际应用质

量。 

随着科技领域的创新,立体扫描系统等专业测绘工具应

运而生,并凭借其诸多特性备受好评,但基于这些高科技设

备造价不菲,尚未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应用,部分测绘施工仍

然沿用传统测绘工具,由于其功能限制,使得隐蔽性工程无

法准确识别,增加了测绘误差的概率。 

1.1.2 对设计意图的理解存在偏差 

我国古代大部分建筑都是木质结构,且内部构件具有多

样化的组合装配形式,从建筑结构体系上主要有穿斗式和抬

梁式两种,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变体和局部利用斜杆组成三角

形稳定构架的做法,按屋顶样式来讲主要包括硬山,悬山,歇

山,庑殿,攒尖及平顶等,根据用料大小又可以分为八个等级,

总而言之,不同结构组合形式可以打造风格各异的形制,而

形制作为建筑原始风貌的标志,在修缮过程中,如果改动了

建筑形制,就是对传统建筑的一种破坏。 

1.2 施工材料选择缺乏针对性 

古建筑会应用多类型的施工材料,如砖,石,瓦,灰土,木

材等,由于实际需求不同,在材料选择上也存在差异,而建筑

物功能特性,基础构造形式,艺术风格特征等都是左右材料

选择的主导因素,通常情况下,会秉承就地取材的原则,提高

区域性主体材料的实际应用率,而这些材料的应用也契合当

地的风土人情,例如,北方多采用砖与土坯混合的方式作为

墙体材料,墙体相对较厚,起到保温效果,抵御严寒,南方由

于湿度大,多采用木板墙壁或竹编墙体,胶东地区则将当地

习以为常的海草作为墙体主要材料,充分体现出地域性特征,

在修缮文物建筑的过程,在不改变形制前提下调整建筑原材

料的做法时有发生。 

例如,屋面渗水是古建筑最常见的危害,由于使用年限

的延长,以及日常维修保养力度匮乏,使得轻微的建筑渗水

演变为大面积的漏雨,而木质结构长期置于潮湿的环境,出

现腐烂变形,甚至是屋面垮塌,为了解决屋面渗水问题,修缮

人员往往会使用防水砂浆,卷材等材料进行渗漏部位抢修,

而这些材料的应用往往忽略了建筑自身的特性往往会适得

其反,且违背文物修缮保护准则中“原工艺,原材料”等原则

性要求。 

1.3 施工组织管理力度不足 

1.3.1 控制工期,文物建筑修缮是一项对专业性要求较

高的工作,不能沿用普通工程的工期敲定方式,首先,应当深

入施工现场,了解工程的文物的损伤情况,仔细审核工程设

计图纸,在充分掌握施工工艺的前提下,结合施工队伍的综

合能力,准确预估工期,其次,部分文物工程由于其特殊性,

修缮工期不是通过估算的,是业主预先设定的。因此,施工单

位要以此为参考依据,调整施工方案,保证在工期内高质量

完成修缮,最后,部分工程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部门对文物

建筑修缮工期有较高要求,未能给施工单位预留充足的准备

时间,其为了追赶工期,施工常出现粗制滥造的现象,进而给

古建筑造成破坏。 

1.3.2 文物建筑施工方案二次变更,文物保护工程存在

一定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性,如果隐蔽工程勘察不到位,

将会导致实际修缮措施有欠斟酌,在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

就要调整施工方案,但是,由于施工方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文

物保护意识淡薄,常常会私自变更施工方案,而且一线施工

技术人员综合素质不过关,在方案变更中对文物造成无法修

复的损伤,严重违背了文物修缮的最初意图。 

2 强化文物建筑修缮的具体策略 

2.1 实际工程案例 

以某市某古建筑为例,由于文物建筑维修保护工作落实

不到位,于 2003 年经专业部门鉴定为危房,2005 年,在大力

倡导古建筑保护的影响下,当地政府出资大规模修缮该处古

建筑,本次修缮工作在前期勘察,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程序设

定等方面存在诸多实际问题,使实际修缮效果差强人意。 

2.2 系统的地质结构勘察 

2.2.1 明确建筑形制 

该处古建筑的主要入口位于建筑北侧,在建筑格局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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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采用的是典型的前店后坊形式,建筑前门脸作为店铺门面,

后院是加工生产作坊,店铺北侧是一栋二层阁楼,原通面阔

7.2 米,楼体通深 15 米,在 2005 年修缮后,整个通面阔扩张

到 13.5 米,该处古建筑共有四种屋面组合形式。 

整个店铺采用类主次梁结构,其中,主梁体呈东西向铺

设,按照位置差异,横向大梁主要分为楼面和屋面两种,楼面

主梁截面的高度为230毫米,宽度为330毫米,屋面主梁截面

的高度为270毫米,宽度为240毫米,分别承担整个楼面与屋

面的荷载力。 

从结构布局方面来说,该作坊由于闲置许久,各个房间

堆满了杂物,已看不到原来的布设格局,根据存档资料可知,

此作坊的原本用途是加工中药材,次间是制备丹丸类药物的

场所,其中,东次间主要用于储存私家秘方。 

2.2.2 不改变传统结构特征 

文物建筑修缮的基本原则就是不破坏文物的原始风貌,

但本次修缮工程与此原则相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原

有门扇样式被改动,建筑施工单位为缩短工期,控制成本,将

开启扇变为固定扇,引发了排水不畅等问题,而西立面景观

改造也是画蛇添足,不符合古建筑初期设计理念,在本次修

缮工程中,单从施工措施方面来说,其涉及的问题是在处理

瓦屋面的过程中,应用了钢筋混凝土进行加固处理,且在质

量勘察中发现天沟和卷棚屋面应用了铁皮结构,后期改造痕

迹明显,同时使用铁皮结构与天窗的设计形式有紧密的联系,

天窗的主体材料是玻璃,且玻璃的面积与单体椽相近,玻璃

两侧由椽上的胶结材料固定,上部和下部则因为要和屋面排

水材料交接未实施固定。 

另外传统的蝴蝶瓦屋面欠缺整体性,一旦承力结构发生

形变,玻璃与瓦连接位置极易发生渗漏,但应用铁皮屋面则

可以有针对性的解决此类问题,其中,天井与天窗在空间位

置上的设计就充分体现出了民国时期的改造迹象,又由于与

传统蝴蝶瓦屋面相比,梁体应用材料发生优化,铁皮屋面的

承载负荷力较小,而民国时期已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建筑设计

思想的影响,创新应用进口材料,这就无法证实铁皮结构是

民国时期的改造成果,因此,在修缮过程中,不应当改变屋面

的原始构造。 

在修缮主梁体的过程中,由于墙内木柱使用年限过长无

法起到承力作用,因此施工人员利用混凝土并牛腿承托槽将

其整体替换,实际干预力度过大,一方面,混凝土柱改变了其

原有结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牛腿自身体积较大,不得不增

设模板提升美观性,这就导致古建筑原始风貌被损坏,而最

适宜的加固措施应当采用钢结构。 

2.3 加大修缮施工管理力度 

2005年该古建筑在修缮施工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将获准

拆卸的墙体直接推倒砸伤原始地面,采用现代打磨工艺翻

新地砖等,而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由于对工程承包

转让把控不严,使得缺乏施工资质的个人施工单位通过走

关系获得承建权,针对此,在施工过程中,应当加大事中监

督管理力度,明确施工动态和意图,也就是说工程监理单位

应当指派专业人员深入施工现场,实时监督工程建设,同时

区域文物部门要针对工程建设进行系统的检查和必要的督

促。 

2.4 采取恰当的改正措施 

通常来说,木结构古建筑的修缮频率应为一年,而修缮

后如何落实保养工作极为关键,本文作者认为古建筑的原貌

恢复应当结合实际情况,采集证据客观评定修缮价值。 

如果古建筑原有风格破坏严重或后期不当修缮造成结

构损坏,应通过预测采用传统工艺修缮后可能出现的效果,

来决定是否进行改正,如该处古建筑,在修缮前除了一张模

糊的照片外,无任何参考证据,其铁皮结构虽较为明确,但无

法判定其具体构造形式,基于铁皮结构的耐受性良好,因此,

维持原状修缮,再者,修缮过程中,通过现场取样检验,确定

了墙漆的材料,故而在修缮时应采用特定的材料,避免造成

二次破坏。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物建筑修缮应当秉承尊重原始构造的基本

理念,最大限度的保证古建筑的传统艺术特征不被破坏,保

留历史足迹,让我国传统古建筑文明永远流传下去。 

[参考文献] 

[1]伍鹏程.文物建筑修缮中的因素分析与改善策略探

究[D].湖南大学,2017,(07):85. 

[2]顾庆庆.论历史建筑修缮原则在实际中的应用方式

[J].建材与装饰,2018,(20):117-118. 

[3]耿茜.试论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保护与利用[J].遗

产与保护研究,2018,3(06):76-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