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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古建筑“搬”进大学校园

在福建理工大学旗山北校区的逸夫楼
和苍霞湖之间，有两座建筑与校内其他教
学建筑风格迥异，引人注目。

福建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缪远介
绍，这两栋建筑原是宁德七都镇三屿村翁
氏宗祠。2018 年，因地方项目征地，翁氏宗
祠面临拆除。项目方和三屿村翁氏理事会
均希望保留古建筑，经过联系，当地村委
会、宗祠管理机构最终将两座古建筑无偿
赠送给福建理工大学。

2019年初，项目正式开始动工，整个工程历时
近三年。缪远介绍，给古建筑“搬家”不是新鲜事。但
把古厝“搬”到高校校园里，却是全国头一宗。

在理论知识当中，给古厝“搬家”的过程犹
如搭积木：先对原址上的古建筑进行精细测绘，
画出详细图纸，再对每片瓦、每根梁进行编号。
随后，经过古建筑专家会审、设计施工图、出具
经费预算等多个步骤，正式开始迁移工程……

在得知宁德七都镇三屿村有两座古厝
寻求“异地搬迁”后，经过多方联系，缪远争
取到这个机会，希望把历史建筑修缮保护

“实践的课堂”搬到校园里。缪远还联系到木
拱廊桥营造技艺非遗省级传承人徐云双，带
着一支专业古建筑施工队来帮助拆建。

此前只知道拆建古宅肯定需要请经验
丰富的老工匠帮忙，但真正观摩老工匠营
造的过程，缪远有了更多思考。

尽量多地保存原材料、实现原材料的重
新利用，是“复活”工程实现“修旧如旧”的关
键之一。但实际情况却并没有那么理想。

2019年1月底，施工方用了两辆卡车，将
两座古建筑的3000多个木构件、3.4万片瓦片、
98块压瓦砖等总计26吨的材料运到福州。

“拆瓦从屋顶下到地面损耗 20%，装车
要损耗 5%，运输过程损耗 15%也很正常，后
期跑项目启动和建设各项手续，材料堆放
的 过 程 中 也 有 损 耗 ，最 终 大 概 只 能 用 上
50%。”缪远回忆说。

“残损了之后这个材料要怎么用，老工
匠有常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完全可以从经
验判断。”在观摩工匠拆建的过程中，缪远
团队也和老工匠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在他
们判断的时候，我也常问他们，比如有没有
通过某种方式测算，或者说什么依据、检测
方式来科学计算这个材料能不能用？”

但他们得到的回答通常是：“通过经验
判断，我们看过就知道了。”

“老工匠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对于老师
授课和科研来说不能这么主观。”缪远表
示，原材料的保存只是困难之一，接下去还
原原建筑设计的结构和工艺更为关键，缺
少确切的数据、资料很难做到真正“还原”。

长期以来，缪远就对古建筑、古村落的
保护和利用十分感兴趣，给古厝“搬家”的
想法不是第一天在他脑子里出现。在这次
校内“古厝搬迁”实践中，缪远更深一步感
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牵涉因素多，而其中保
存完整的建筑史料是实现传承的关键。但
若仅仅通过工匠口口相传的传授方式，许
多传统技艺都可能面临失传的风险。

2020 年，在“古厝搬迁”还在进行的同
时，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正
式开设历史建筑保护工程本科专业，开始
探索古建筑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之路。

文化赋能古建筑保护

福建理工大学紧邻旗山湖公园，这里

原 是 闽 侯 县 蔗 洲
村，后实行整村搬
迁 时 在 旗 山 湖 公
园 规 划 有 一 片 古
厝 区 ，保 留 有 祠

堂、老榕树等风貌，用以寄托蔗洲村民的
“乡愁”。

原村庄的部分古厝或是通过异地搬迁，
或是原址修复，实现了历史建筑保护的“固态
保护”。但是，古建筑保护还远不止于此。

据公园负责人介绍，自旗山湖公园古
厝迁建以来，已经有五座古厝“重获新生”。
古厝均建于清代或民国时期，房屋的小青
瓦、木雕、砖雕等构件全部保留，与周边公
园风景相得益彰。当前，通过商业植入或是
文化创作，古厝以另一种面貌重新回到了
市民的生活中。其中，70 号古厝作为校外研
学基地提供给福建理工大学使用。

国庆期间，“最系我厝——宅生记第三
回艺术展”在旗山湖公园 70号古厝开幕。该
展由厝边乡里策展团队携手上海宅生记团
队打造，邀请 22位艺术家，以古厝为灵感进
行创作，融合当代艺术与传统木构建筑的
建造技艺，将尘封的记忆变成鲜活的场景，
用艺术作品连接传统与当代。

“70 号古厝是清末民国时期福州近郊
地区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保存有完整的
木雕、砖雕等细部构件，沉淀了浓厚地域文
化。”缪远介绍，“展陈+古建筑保护”是他们
探索古厝活化的创新途径，“通过对古厝原
住居民进行访谈，参阅地方志等形式，深度
挖掘古厝历史，通过艺术化的方式追溯古
厝原有生活肌理，探索传统建筑存量空间
的活化使用方案”。

“古建筑是历史的载体。”在搬迁古宅
的过程中，缪远对这句话的理解更深。他回
忆说，当时老工匠在拆卸时好奇发现：有一
个构件的做法比较偏向于尤溪县的做法。
后来周边的村民加入讨论才发现其实村里
的族谱就有写到这个村子是从尤溪那边迁
移过来的，与建筑构件相互印证。

“在历史建筑修缮和保护中对历史文
化的挖掘是很重要的。只是机械式地修复
一堵墙，还原一个建筑图案，这个不是我们
所认可的，历史建筑中蕴含着很多丰富的
文化要素，还包括一些人文的思想，我们应
该尝试全方位地还原历史建筑的全部要
素，特别是人文的要素。”

缪远经常带着他的第一期学生，在修复
现场观摩老工匠如何施工，一些学生还要参
与三合土、壳灰等材料的制作。修缮古建筑
的过程，也是一堂传统古建工艺展示课，让
学生在真实的空间体会传统文化之美。

“我们常常和学生说，如果只是把它建起
来，在修的过程当中没有对建筑的历史文化
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你其实修来的东西也
失去了它本身的内涵。”缪远介绍说。

探析古建筑保护的未来

如今，“搬家”的翁氏宗祠已经成为校
内专业教学实践用地，学院在其中布置了
展厅，讲述了这栋建筑的“前世今生”。“新
生”的古厝也成为福建理工大学历史建筑
保护工程专业起航的标志性起点。

福建理工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团队也组建起来，由一批具有建筑、规
划、考古、遗产保护等相关专业背景的博士
教授组成，投身于福建省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之中，展开多项实践。

无人机航拍、倾斜摄影、三维点云、手
持式扫描……记者看到，通过参数化建模
的方式，不久前烧毁的宁德万安桥数据得
以全面保存，具有了新的“数字生命”。

“当下我们的扫描技术可以做得细致
到构件的具体搭建形式，未来如果我们要
再 造 一 座 这 样 的 桥 ，就 可 以 参 照 这 些 数
据。”福建理工大学设计学院数字媒体专业
博士陈继锟介绍说。

今年 4月，首届福州古厝营造与修复职
工数字应用技能竞赛在福州举办。作为高校
教师代表，陈继锟在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比赛现场，选手们根据所抽选的题目，
认真分析古建筑特点，在电脑上通过数字
应用技能进行古建筑完整体复原建模。

“利用数字应用技能进行古建筑完整
体复原是当前数字技术在古建保护中运用
的一个主要方向。”在求学阶段，陈继锟长
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研究。在比赛现场和
传统工匠进行技艺切磋，也让他有了更深
入的体会，“在把古厝实体变成数字模型的
过程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建模事项，包括
古建筑内部的一些咬合节点、数理关系，这
既反映参赛人员运用数字软件方面的能
力，也考验古建营建方面经验的高低。”

福建理工大学团队告诉记者，数字技
术的一大亮点是可以更加全面地收集建筑
体相关数据，从而更好地形成对古建筑的
认知，同时可以实现将片段化的文物保护
信息编撰成系统化的知识网络，方便信息
的查询与获取。

以当前学院正在搭建的泰宁县历史文
化资源管理平台系统为例可以说明问题。
对泰宁县全域古城历史文化资源及传统建
筑进行摸底普查后，将年代、类别、编号、建
筑立面、内部格局、细部要素、外部环境、区
位实拍等相关信息进行汇集、建立数字档
案，并形成规范化的数字保护图则信息。

“相较于传统的资源普查，我们在原有
的基础上增加了总平面图、室内布局、建筑
立面、建筑剖面、核心价值要素等内容。在将
历史资源进行数据量化的基础上，未来可从
语系划分、人口变迁、移民路径等视角下，进
一步研究其历史资源的分布规律、数理关系

与演变机制。这为后期提
出改造建议、历史建筑申
报、传统村落整体发展
方向的定调夯实基础。”
福建理工大学历史建筑
保护工程专业负责人沈
昊说。

团队老师坦言，因
为传统村落、历史建筑
大多分布在偏远的地方，
原先大家也想通过查阅
文献资料来进行研究，但
遇到了很多困难。

“第一是文献资料很
少，老工匠们大多是口口
相传；即使是获得只言片语
的文献的话，将文献和图片这
些二维资料还原成三维也是很
大的难点，三维空间中还有很复
杂的搭接关系、构件是否碰撞，需要
很强的想象力。因此我们必须要到现
场去，跟着老师傅进行拆解，进行学徒式
的体验，把纸上的理论还原成实践上的经
验。”陈继锟说。

以福建理工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团队为代表的新一代“历史建筑保护者”和老
工匠们是当前历史建筑保护中活跃着的新老
两股力量，但二者“同频共振”还需要“磨合期”。

大牛头、小牛头、将军柱……一开始，
单是在构件命名上，双方就互相不能理解。

“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培养不仅具有很
强的实践性，也体现很强的地域性。在建筑
风格上，不同地方的建筑风格差异大，因此
不同学校在当前历史建筑保护专业教学体
系和教学实践上也有很大差别，我们需要
培养一批在地化的人才。”缪远介绍。

在实践中，缪远发现，要真正实现古建筑的
“新生”，需要从多方面着力推进。在专业建设
上，福建理工大学近年来陆续引进了计算机、考
古学等方面的师资，在教学上尝试与设计学、管
理学、人文学等相关专业进行交叉培养。

文科研究打基础、工科修缮实现落地、
设计学院把文化以现代人更能接受的方式
呈现出来……从三年前负责牵头建设历史
建筑保护工程专业开始，缪远对专业发展
有了更深一层的构想：历史建筑测绘建档
与保护图则编制记录遗产数据信息，提出
遗产“固态保护”方案。修缮设计引领修缮
工程，改造设计在不改变传统风貌前提下
植入当代功能，实现“活态传承”；同时，改
造设计结合产业功能，例如文创展示、民宿
餐厅等文旅产业植入，实现“业态提升”。

“真正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应
该从保护与再利用两方面来统筹考虑，我
们不能只是凝固式地把它修起来，需要和
现代的生活生产或者社会发展相融合。”
缪远说。

历史建筑是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古建筑“修旧如旧”的保护理念
也不断发展。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历史建
筑保护有了更多可能性。

2020年，福建理工大学（时为福建工程学院）在我省率
先开设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探索现代古建筑专业人才
培养之路。在学科交叉背景下，历史建筑保护与设计学、管
理学、人文学等相关专业交叉融合，共同赋予古建筑新的

“生命力”，让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
近日，记者走进福建理工大学，探究我省历史建筑保

护的专业化发展状况。

核心提示

建筑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建筑遗产保护领域，大部分历史建
筑保护施工从业人员是传统建筑工匠，
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接受专业培训，缺乏
相关基础理论知识。建筑遗产保护方向
的人才培养，特别是针对本科及以上学
历的人才培养讨论仍在进行中。

资料显示，我国高校目前已经建立了与
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相关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但是，不同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差异。

文物保护专业起源于历史考古等相
关学科，因此有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建筑
遗产保护专业设置在文博学院或考古

系，导致了遗产本体保护力量的缺乏。
历史研究只是纯粹地研究过去，但历

史建筑保护面向的是当前和未来，更是一
门面向应用的学科。从“修旧如旧”发展到
注重“真实性、完整性”，随着时代发展，关
于历史建筑的保护理念也在不断变化。随
着数字技术的升级，在虚拟世界中运用更
加丰富的呈现方式展现历史建筑文化的
丰厚内涵和时代价值，还有更多的运用空
间。传统的考古学和建筑学等单一专业已
难以满足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历史建筑
保护专业应运而生。其主要目的是对建筑
遗产进行合理的保护，不仅要保护建筑遗

产的物质遗存，同时还要保留其具有的文
化价值内涵。

历史建筑风貌受地区间文化和环境
的影响存在巨大的差异，当前建筑遗产
保护专业人才需求大，同时也需要培养
在地化人才。

建筑遗产保护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新
型交叉学科，保护实践需要不同学科、领域
的专业人才统一认知、共同合作。但不同学
科对这一工作的认识有异、理念不同，因此
需要在实践中整合协同各方力量，进一步
加大学科交叉培养和研究的力度，不断提
升历史建筑保护的质量和效率。

加快推进历史建筑保护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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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福建省第一批省级传统建筑修缮技艺传承人郭金良（中）进行现场教学。

当代艺术作品融入古厝明厅。（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古厝搬迁期间，老工匠讲解传授屋顶瓦座的做法。

旗山湖公园古厝组群旗山湖公园古厝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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