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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1． 《陕西文物年鉴·2008》是陕西省文物局组织编写的全面、系统

记载和反映 2008年度全省文物、博物馆事业基本状况的资料工具书。

2． 鉴于 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波及面广，灾情严重，对全省文物

事业影响巨大，使抗震救灾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关系全局的中心任

务。因此，为全面集中反映这方面的情况，避免零散重复记载之虞，

本 《年鉴》特设 《汶川特大地震及抗震救灾工作》专篇，各市 ( 区) 、

直属单位及省局各处室的相关内容均收入本篇，不再另录，并放在 《综

述》之后作为第二篇。其余《党建工作》、《人事工作》、《政策法规及

社会文物管理》、《考古工作》、《文物保护工作》、《博物馆工作》、《文

物外事与涉港澳台工作》、《科研学术工作》、《文物安全与执法督查》、

《财务与统计工作》、《直属单位工作》、《市 ( 区) 文物工作》、《大事

记》、《重要文献》等篇和《附录》依此类推，依照往年体例不变。

3． 本 《年鉴》稿件、资料、数据均来自省文物局各相关处室、

各市 ( 区) 文化文物主管部门和省文物局直属单位。除 《重要文献》

篇中部分文献署名外，其余作者及资料贡献者均列在后记，一并鸣谢。

4． 为避免内容重叠，本 《年鉴》相关篇章中记述的部分工作互

有详略，请相互参见。

5． 本年鉴附录 1 《2008 年全省文物系统著述目录》所收书目仅限

出版社正式出版物，所收文章仅限在省级以上正式报刊发表者。

6． 本年鉴编纂过程中，疏漏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正。

编 者

2009 年 9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目 录

第一篇 综述 ( 1 )………………………………………………………………

第二篇 汶川特大地震及抗震救灾工作 ( 7 )…………………………………

第三篇 党建工作 ( 21 )…………………………………………………………

第四篇 人事工作 ( 27 )…………………………………………………………

第五篇 政策法规与社会文物管理 ( 31 )………………………………………

第六篇 考古工作 ( 37 )…………………………………………………………

第七篇 文物保护工作 ( 54 )……………………………………………………

第八篇 博物馆工作 ( 64 )………………………………………………………

第九篇 文物外事及涉港澳台工作 ( 73 )………………………………………

第十篇 科研学术工作 ( 78 )……………………………………………………

第十一篇 文物安全与执法督查 ( 88 )…………………………………………

第十二篇 财务与统计工作 ( 95 )………………………………………………

第十三篇 直属单位工作 ( 98 )…………………………………………………
·陕西历史博物馆 ( 98 )……………………………………………………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 105)………………………………………………
·西安碑林博物馆 ( 115)……………………………………………………
·西安半坡博物馆 ( 121)……………………………………………………
·汉阳陵博物苑工程指挥部 ( 126)…………………………………………
·西安事变纪念馆 ( 132)……………………………………………………
·法门寺博物馆 ( 137)………………………………………………………
·乾陵博物馆 ( 14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 150)…………………………………………………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 161)……………………………………………
·陕西省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设计研究院 ( 167)……………………………
·陕西省文物鉴定组 ( 173)…………………………………………………
·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 ( 175)………………………………………………

—1—



·陕西省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 175)…………………………………………

第十四篇 市 ( 区) 文物工作 ( 179)……………………………………………
·西安市 ( 179)………………………………………………………………
·宝鸡市 ( 187)………………………………………………………………
·咸阳市 ( 198)………………………………………………………………
·铜川市 ( 208)………………………………………………………………
·渭南市 ( 217)………………………………………………………………
·延安市 ( 222)………………………………………………………………
·榆林市 ( 229)………………………………………………………………
·汉中市 ( 235)………………………………………………………………
·安康市 ( 238)………………………………………………………………
·商洛市 ( 246)………………………………………………………………
·杨凌示范区 ( 250)…………………………………………………………

第十五篇 大事记 ( 254)………………………………………………………

第十六篇 重要文献 ( 266)………………………………………………………

之一: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 266)…………………………………………………………………

之二: 陕西省副省长李堂堂在全省文物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 295)………

之三: 《深入贯彻十七大精神 积极推动陕西文物事业科学发展》

———赵荣在 2008 年全省文物局长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 299)………

之四: 《大遗址保护西安共识》 ( 313)………………………………………

之五: 《陕西文物抢救保护修复专项规划》 ( 314)…………………………

之六: 宝鸡市人民政府 《法门寺地宫保护管理办法》 ( 332)……………

附 录: ( 336)……………………………………………………………………
1． 2008 年全省文物系统著述目录 ( 336)……………………………………
2． 2008 年陕西文物工作热点要闻回眸 ( 365)………………………………

后 记 ( 369)………………………………………………………………………

—2—

陕西文物年鉴·2008



书书书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篇 综 述

陕西省文物局是陕西省政府直属
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全省文物保护管
理工作。局领导班子成员为: 局党组
书记、局长赵荣，副局长郭宪曾、刘
云辉、张文，纪检组长张自鸣，副巡
视员吴晓丛、孙振江、韩一兵。局机
关共设 10 个处 ( 室) ，分别为: 办
公室、政策法规处、文物保护处、博
物馆处、公安处 ( 执法督查处) 、外
事处 ( 兼台湾事务办公室 ) 、人事
处、机关党委、纪检监察室、老干
处。另有机关服务中心。全局共有公
务员 49 名。局直属事业单位 14 个，
直属企业 1 个，事业单位下属二级企
业 3 个，合计从业人员 2124 名。全
省文物系统从业人员共 5194 名，其
中专业人员中具有高级职称者 283
名、中级职称者 643 名、技师 93 名。

截至 2008 年底，全省共有各类
文物点 53893 处 ( 包括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新增加数量) ; 有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 2965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140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68 处 ( 包括陕西省人民政府本年 9
月 16 日公布的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
护单位 254 处)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 2157 处; 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
157 座，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 6 座;
全省馆藏文物约 100 万件 ( 组) ，其
中已确认的三级以上珍贵文物
104831 件 ( 组) 。博物馆、纪念馆数
量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前列。

2008 年，全省文物工作在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文物局
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全省文物系
统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认真
贯彻文物工作方针，坚持 “依法行
政、科学管理、目标责任”的工作思
路和 “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
的工作要求，落实目标责任，抓好工
作落实，高标准、超额完成了全年目
标任务。全省文物工作在保护、管
理、利用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文物
事业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为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

本年度，有关文物管理的规章制
度得到不断完善。完成了修订 《陕西
省文物复制品生产和销售管理办法》
和制订 《陕西省博物馆条例 ( 草
案) 》的起草工作; 修订了 《陕西省
文物局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规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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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陕西省文物局关于建立新闻
发布制度的意见》、 《陕西省文物局
机关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
法》; 制定了陕西省文物局 《政府信
息公开接待、办理制度》、 《政府信
息审核、报送制度》、 《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人员工作职责》、 《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检查评议、责任追究制度》、
《陕西省文物行政执法巡查办法》
( 试行) 等。同时，进一步规范行政
许可审核工作，制定了 《行政许可审
核工作基本操作要求》，完善了 《行
政许可项目基本程序》，并将所有程
序规范全部对外公布，社会反响较
好。宝鸡市结合本辖区文物保护实
际，出台了 《宝鸡市文物保护管理办
法》、 《宝鸡市文物安全保护管理奖
惩办法》等，增强了文物管护能力。

本年度，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成
果显著。完成了汉康陵、唐泰陵等
10 项大遗址专题考古调查、勘探工
作和龙王辿遗址、唐桥陵陵园南门建
筑遗址等 12 项主动性考古发掘任务。
配合基本建设，全年组织各考古发掘
单位共签订考古勘探协议 293 项，实
施勘探面积 3200 万平方米。全年共
发掘古墓葬 700 余座，其他各类遗迹
80 余处，发掘面积约 1. 5 万平方米，
出土各类文物 5000 余件 ( 组) 。先
后完成了华北 ( 山东) 至西北 ( 陕
西段) 750KV 送电工程、彬长煤矸
石电厂等近百个建设工程的考古调查
和勘探工作，既保护了大量的珍贵文
物，又促进了我省重大经济建设项目

的顺利实施。
本年度，文物普查和长城资源调

查工作成效显著。按照普查工作要
求，各市、县 ( 区) 政府成立了领
导小组及办公室。全省共组建 10 支
市级文物普查队，并从省直文博单位
抽调 10 名专业人员担任各市普查队
副队长。同时，举办了 10 期文物普
查培训班。各级政府按照省政府的要
求，层层签订了文物普查目标责任
书，景俊海副省长代表省政府与各市
签订了 “陕西省第三次文物普查目标
责任书”。各市积极抓好普查工作的
落实，制定了考核管理办法等规章制
度，使文物普查工作有章可循。截至
2008 年底，全省共投入一线普查人
员 1000 多人次，全面启动了 107 个
县 ( 区) 实地田野调查，完成了 45
个县 ( 区) 普查任务，超出目标任
务 50%，新发现文物点 18000 处。文
物普查工作的启动率、完成率、覆盖
率位居全国前列。为了做好文物普查
标本资料的科学管理和有效利用，专
门在省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建立了
1000 平方米的文物普查标本库。目
前 20 多个完成普查任务县 ( 区) 的
普查标本已入库管理。明长城田野调
查工作全面完成。现已查明我省境内
明长城长度为 1218 公里，计有烽火
台、敌台、马面、营堡近 1600 座，
顺利通过了国家文物局长城项目办专
家组的验收。

本年度，“丝绸之路”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工作取得新进展。制定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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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12 处 20 个文物点的管理办法并经
各市政府公布，编制了 12 处申遗点
的文物保护管理规划并通过省级专家
评审，完成了全省丝路申遗申报文本
的编制工作。4 月，国家文物局丝绸
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考察组对
我省各申遗文物点进行了检查，充分
肯定了我省各申遗文物点开展的申报
文本、管理规划、管理办法编制、文
物保护工程实施等工作。6 月，成功
承办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文物
局联合举办的有 14 个国家及国际组
织参加的 “丝绸之路系列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国际协商会”，会议再次正式
确认了我省 12 处 20 个点的丝绸之路
申遗名单，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我省
丝绸之路申遗工作。9 月 22 日，省
局组织召开了各市文物局、各申遗
点、申遗规划承担单位及申遗文本编
制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丝绸之路 ( 陕西
段)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对
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出了安排。目前各
项申报前期工作正在扎实有序推进。

本年度，重点项目及红色旅游工
作进展顺利。科学推进秦始皇陵遗址
公园建设，完成了 1004 户的拆迁任
务和 25 个企事业单位的整体搬迁工
作以及征地任务，拆迁总面积达 48
万平方米。碑林新石刻艺术馆 12 月
底主体工程已经封顶，同时，完成了
陈列设计方案的制作，并通过了专家
评审。陕历博唐墓壁画馆建设已完成
80%的装修改造任务及 40 幅上展壁
画的修复。延安十三处革命旧址的保

护规划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评审，
完成了南泥湾、瓦窑堡、中央党校等
8 处旧址的保护维修项目，并通过了
省委宣传部等部门组织的专家验收。
西安事变纪念馆张学良和杨虎城公馆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已经竣工。马栏革
命旧址维修工程已经启动。八路军驻
西安办事处旧址一期工程投入达
1500 余万元，全面完成了七贤庄 8—
10 号院南半院拆迁安置和保护修缮
工作; 二期工程在完成拆迁任务、完
备土地相关手续的基础上，启动了主
体建设工程。

本年度，博物馆建设及文化产业
工作迈出新步伐。市级博物馆建设步
伐加快，投资 1. 36 亿元，总建筑面
积 3. 4 万平方米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已完成主体建设; 咸阳博物院建设已
完成立项、方案设计; 延安博物馆建
设已完成前期论证和选址; 渭南博物
馆和安康历史博物院新馆的建设完成
了前期论证。这些市级博物馆院的新
建和改建，将使我省博物馆建设两头
( 省、县) 大、中间 ( 市级) 小的现
状得到显著改善，博物馆架构体系更
趋合理。本年，省局认真组织了国家
一级博物馆的评审工作，陕西历史博
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延安革
命纪念馆、汉阳陵博物馆、西安碑林
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 6 家博物馆
被国家文物局评为 “国家一级博物
馆”，使我省国家一级博物馆数量位
居全国首位。同时，积极做好二、三
级博物馆评定工作，并按照国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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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要求，完成了全省开放博物馆、
纪念馆登记备案及 《中国博物馆志·
陕西卷》整理编撰工作。本年度，全
省对外开放文博单位全年共举办临时
展览 60 余个，接待观众 910 万人次，
门票收入 2. 5 亿元。根据国家相关部
门要求，2008 年，陕西历史博物馆、
西安事变纪念馆等 5 家博物馆、纪念
馆已向社会免费开放，获得了良好的
社会反映。为了提高陈列展示水平，
更好地为观众服务，本年，乾陵博物
馆推出了唐代胡俑展等新陈列，秦俑
博物馆采取纳米粒子导光板和高精度
灯箱布，对二号坑 20 个陈列灯箱进
行了更新改造。为了进一步落实将博
物馆教育纳入全省国民教育体系工
作，省文物局积极与省教育厅联合，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了 “庆祝 5·
18 国际博物馆日，百万中小学生走
进博物馆”活动启动仪式，当天，全
省就有上万名学生走进博物馆参观学
习，增加了青少年的文物知识，增强
了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推动了精神
文明建设。同时，为了加强馆际区域
合作，10 月，在汉中主办了以 “共
建精神家园———博物馆的使命”为主
题的首届秦晋豫三省博物馆理论与实
践研讨会，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了省际
间博物馆工作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
地方区域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馆藏文
物数字化工作进展顺利，文物信息数
据库日常管理工作得到加强，运行顺
畅，已完成 10. 48 万件珍贵文物的信
息录入和复核，并上报国家文物局。

至年底，已完成了 18 个单位馆藏一
般文物信息采集工作。9 月，国家文
物局信息中心专家组对我省数据库和
机房进行了验收，全部合格。此外，
文化产业工作稳步推进。省局参与组
织承办了第四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
览会，局直属单位、文化企业签约项
目 4 个，签约金额 2000 多万元。省
局组织局属单位和各市文化企业参加
第十二届西洽会，得到省上领导、观
众和客商的肯定，并获得大会颁发的
优秀组织奖。同时，与省旅游局等部
门承办了陕西旅游博览会，由文物单
位开发生产的文物复仿制品和旅游商
品大受欢迎，并被评为 “最受欢迎
奖”。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在参观文
博展厅时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说
“这种形式很好”。

本年度，文物宣传和外展工作卓
有成效。同境外和国内有关部门合作
拍摄 《中国古代文明》、 《丝绸之路
上的故事》等有关介绍陕西历史文化
的电视片 8 部。撰写 《陕西采访线》
( 中英文本) ，作为国家迎奥运对外
宣传材料。组织了 10 次 “长安论坛
———历史陕西”网络讲座活动，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省政府与国家文
物局于 10 月 21 日在西安共同主办了
“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来自全国
10 个省的代表和 12 个城市主要领导
出席了论坛，发表了 《大遗址保护西
安共识》，充分彰显了我省文物大省
的地位和在大遗址保护工作中的示范
作用。全年我省共举办文物外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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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其中自筹文物外展 7 项，协助中
国文物交流中心完成文物外展 6 项，
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反响。如在美国
举办的 “黄河文明展”，直接促进了
美国陶氏化学与我省煤化工项目的合
作。在日本举办的 《大三国志展》，
参观人数达 30 多万。尤其是在美国
举办的 《中国秦兵马俑展》，由合办
方隆重推出，盛况空前，美国前总统
卡特、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出席了该
展的开幕式和新闻发布会，该展览成
为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 30 周年的重
要活动。

本年度，文物科技保护工作不断
加强。采取 “请进来、走出去”的
办法，积极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加
强文物保护与科技合作，全年共派出
或邀请接待专家学者 100 批 621 人
次。组织召开了中日唐陵石刻保护项
目指导委员会及专家会议，继续合作
对桥陵、顺陵、乾陵石刻保护的研究
工作，已完成 2008 年的预定工作任
务，并通过了中日专家检查。同时，
新增了汉阳陵博物馆与意大利比萨市
政府合作、西安碑林博物馆与日本阪
南大学的合作项目，拓展了我省对外
合作领域。一批新的科研课题获得国
家有关部委立项。按照国家文物局的
批复，组建了砖石质文物保护国家文
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制定了 《砖石质
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管
理细则》，基地建设和科研工作已全
面展开。与省科技厅合作，向国家科
技部申报在我省建立 “国家级陕西文

物保护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已获得批
准，成为全国第一个文物保护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为我省的文物科技保护
工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本年度，全省文物安全形势进一
步好转。省局分别组织召开了 11 个
市 ( 区) 和省直系统年度文物安全
工作会议，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进
一步落实安全责任制。10 月份，由
省局领导带队，组成四个工作组，对
全省文博单位的安全工作进行了检
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了整改意
见。同时，完成了省政府消防责任制
检查、考评的准备工作，并通过了省
政府的考评。先后完善了韩城市及丹
凤县博物馆等消防、技防设施及汉安
陵田野技防设施，进一步提高了文物
安全防范能力。此外，扎实做好奥运
期间文博单位的安全工作，制定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指导陕西历史博物
馆、乾陵博物馆等 6 个单位安装了安
检门，有效地保证了文物和游客的人
身安全，实现平安奥运的目标。同
时，坚持每月编发一期 《警钟长鸣》
安全简报，指导全省做好文物安全工
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本年全省文
博系统未发生一起火灾事故和馆藏文
物被盗等案件。另外，不断加大田野
文物保护工作力度，对部分县区田野
石刻进行搬迁，确保田野零散石刻文
物安全。同时，积极在全省开展文物
行政执法巡查，先后检查了 17 个博
物馆、文管所等国有文物收藏单位、
30 多个省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第一篇 综 述



促进了文物执法工作的落实。配合公
安部门加大打击文物盗掘盗窃犯罪活
动，部分市文物局会同工商、公安等
部门对辖区内的文物市场进行了检查
和整顿，清理了全市范围内非法经营
文物的黑市、旧货市场、集贸市场，
遏制了非法经营活动。

本年度，全省文物系统应对突发
事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年初，冰雪
灾害期间，各文博单位组织人员抢修
冻裂设施、清除参观区冰雪，确保道
路畅通，努力做好文物保护和游客安
全工作，全省文物无一因冰雪灾害造
成损坏。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我省
较大范围受到影响，涉及 8 市 50 个
县 ( 区) ，全省共有 86 处文物保护
单位和 307 件可移动文物不同程度受
损。地震发生后，省文物局高度重
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下发
《紧急通知》，了解灾情和文物受损
情况，指导基层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迅速组派抗震救灾专家组，赴灾区进
行现场评估，提出应急措施; 及时编
制 《陕西省文物抢救保护修复专项规
划》，被国家有关部门列入国家灾后

重建总体规划; 广泛动员，积极开展
对灾区的支援工作，局机关、局直属
单位干部职工和单位共向地震灾区捐
款约 120 万元。同时，科学规划，快
速启动灾后文物抢救修复工程。截至
年底，部分受损馆藏文物已经修复;
略阳县紫云宫、洛川县万凤塔等受损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已开工实
施。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全省文物系
统涌现出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

在配合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工作
中，按照中央扩大内需的要求和省政
府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省局紧急行
动，认真研究贯彻落实各项措施，及
时上报国家文化、自然遗产地保护项
目和抢救保护设施项目 69 项，涉及
经费 38. 5456 亿元。

本年度，陕西省文物局被省委、
省政府评为 “创佳评差”竞赛活动
最佳厅局，并在年度目标任务考核中
荣获优秀等次。此外，在安全消防、
外事工作、年度财务、计划生育等方
面因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了省委、省
政府有关部门的多项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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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汶川特大
地震及抗震救灾工作

【概述】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2 点
28 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 8. 0
级特大地震，黑色瞬间，山崩地裂，
建筑坍塌，数万同胞，悲惨罹难。国
殇之巨，危害之大，为建国以来所罕
见。地震波及邻近省市，陕西亦为灾
区，尤以汉中、宝鸡等地受损最为严
重。不期而至的灾难，在造成人民生
命和财产空前巨大损失的同时，也给
我省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以及文博单
位的正常工作环境、设施造成重大损
失，这是 1949 年建国以来因自然灾
害原因所造成的陕西省文物古迹损毁
破坏程度最为严重的一次。文物受损
范围，涉及全省汉中、宝鸡、西安、
咸阳、安康、渭南、商洛、铜川等 8
市 50 个县区，其中汉中略阳县、宁
强县、勉县，宝鸡市陈仓区被国务院
确定为我省地震重灾区。据统计，全
省不可移动文物中有 86 处文物保护
单位不同程度受损; 可移动馆藏文物
损坏 307 件。此外，部分文博单位的
文物保护展示建筑与设施、办公生活
建筑与设施也不同程度受损。经初步
评估，地震造成全省文物与文博单位
设施损坏折合人民币约 1. 96 亿元，

其中不可移动文物损失约 1. 51 亿元，
文博收藏单位和可移动文物损失约
4500 万元。

地震发生后，全省各级文物管理
部门和广大文物工作者恪尽职守，处
乱不惊，沉着应对，一方面立即疏导
保护游客，另一方面，及时勘察灾
情，抢救加固处于险境中之文物。陕
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
馆、法门寺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馆、
乾陵博物馆、碑林博物馆、半坡博物
馆和西安事变纪念馆等开放文博单
位，在第一时间迅速疏散参观游客，
关闭展厅，确保了游人安全; 省考古
研究院迅即组织人员对各工地、工作
站的文物安全、工地安全等进行认真
排查，并详细登记了受损情况，积极
采取措施，增加文物库房安全值班力
量，应对余震。宝鸡市文物局反应迅
速，在震后一个小时内，市文物局领
导就带队赶到市直各单位检查受灾情
况，并及时了解各县区馆藏文物及文
保单位受损情况，召开专门会议，研
究抗震救灾办法，同时向上级部门进
行专题汇报。随后几天内，又先后对
灾情较重的文物点和文博单位进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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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指导应急救灾工作。将陈仓区博
物馆 1800 多件文物及时安全转移至
青铜器博物馆保管。咸阳市文物局积
极果断应对灾情。地震当日下午，局
领导即带领业务科工作人员进入市文
保中心库查看，随后，又奔赴三原和
礼泉两个文物重点县现场查看灾情。
针对三原城隍庙前铁旗杆和泾阳崇文
塔震后的危急情况，当即决定安排经
费，对其进行临时加固支撑。在地震
发生不到 24 小时，就把第一笔专项
资金拨付到位。

5 月 13 日上午，省文物局下发
了 《关于做好我省文物防震救灾工作
的通知》，要求局机关各处室分工负
责，明确责任，密切关注灾情、险
情，随时了解掌握灾区文物受损情
况，保证信息畅通; 全省各级文物行
政管理部门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做
到领导高度重视，沉着应对，坚守工
作岗位，及时通知本辖区各文物保护
工程、考古发掘工地立即暂停施工，
增设安全防护设施，妥善保护已发掘
文物遗迹和出土文物; 各文博单位要
立即组织开展本单位文物灾情勘察工
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排除震灾险
情。对陈列展览和库房中存在安全隐
患的文物要实施转移，集中妥善保
管。5 月 14 日，省文物局召开抗震
救灾紧急会议，抽调文物保护、建筑
工程与结构等有关专家，分赴灾情相
对严重的宝鸡、汉中以及西安、渭南
等市检查灾情，现场评估文物损失情
况，同时指导当地文物管理部门采取

安全围栏、警示标线、加固支护等多
种应急措施和临时抢险方案，以缓解
震后险情，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省
局机关有关处室也相继派员深入灾情
严重地区的文博单位，开展震后文物
及展厅、库房与安防等各项设施损坏
情况调查，及时汇总上报，制定应对
之策。6 月 13 日，省文物局副局长
郭宪曾带领局机关有关人员赴宁强、
略阳、勉县等文博单位调查了解灾
情，指导救灾工作。6 月 18 日，省
政府副省长景俊海在省文物局副局长
张文陪同下，视察汉中宁强、勉县等
地震灾区，重点查看了宁强县青木川
的地震灾情。

至 7 月，虽余震不断，令人惊悸
未除，但经过积极工作，已基本掌握
了全省文物地震受损情况，按照国家
文物局统一部署，在第一时间制定出
《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规划———陕西文物抢救
保护修复专项规划》。先后向国家文
化部、国家文物局、省政府、省发改
委、省民政厅、省扶贫办报送了 《陕
西文物抢救修复规划大纲》、 《馆藏
文物受损情况统计表》、 《地震文化
遗产损失统计表》、 《地震文化事业
单位损失统计表》、 《地震灾害情况
复核表》等相关资料。此后，按照规
划确定的原则、步骤、目标，开始着
手实施灾后重建的各项文物保护修复
工作。至年底，全省地震受损的不可
移动文物和馆藏可移动文物的抢救修
复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初步成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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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单位正常工作秩序全面恢复，各
项业务工作有序推进，省内有关文博
单位积极承担的援助四川灾区文物抢
救保护的任务也已基本完成，并受到
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的高度评价。与
此同时，根据国务院确定的由天津市
对口支援陕西抗震救灾的安排意见，
省局积极做好受援项目前期的各项准
备工作，主动与天津市有关方面联
系，及时通报陕西文物灾情，在做好
评估的基础上，向天津市政府报送了
陕西文物抢救保护修复专项规划，确
定我省 6 处受灾严重的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重点受援项目。

【不可移动文物损坏情况】统计显
示，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全省 86 处文
物保护单位不同程度受损，多集中于
庙宇、塔、殿等古代建筑。其中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5 处，陕西省文
物保护单位 35 处，县市文物保护单
位 16 处，此外尚有一些未列入文物
保护单位的宗教寺院道观等。损坏主
要表现为建筑屋面瓦件破碎、滑落;
建筑本体倾斜; 墙体撕裂或倾倒; 建
筑构件脱落或移位; 地面裂缝或下
陷; 部分遗址坍塌等等。其中，属于
全部垮塌的文物保护单位 1 处，占受
损总数的 1. 2% ; 结构严重受损的 15
处，占受损总数的 17. 4% ; 局部受
损严重的 50 处，占受损总数的
58. 2% ; 一般受损的文物保护单位为
20 处，占受损总数的 23. 2%。除 1
处保护民居倾倒外，尚未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重要古建筑彻底坍塌毁
灭不存之情况。兹按各市划分，择其
要者记载如下:

汉中市
灵岩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位于汉中市略阳县城南 7 里文玉
山西坡。创建于唐开元年间，历代多
有修葺。因收藏有著名 “汉三颂”
之一的 《陠阁颂》以及其他众多石
刻名碑而有 “小碑林”之誉。此次
地震造成金刚殿背墙倒塌约 2 米; 望
江楼屋面较大面积瓦件滑落出檐; 山
体滚落巨石击毁寺院入口石雕栏杆约
6 米以及新修复的嘉陵栈道; 寺藏三
级文物 “城池遇贼碑”震裂为数块。

江神庙。又称王斋庙，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位于汉中市略阳县城南东
侧嘉陵江畔。明末清初建筑。包括戏
楼、鼓楼、殿宇以及两组相连的四合
院，结构独特，颇具规模，具有羌族
风格。为当年地方士绅、船帮会员聚
合娱乐之地。曾博得刘少奇、朱德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赞誉。地震造成建筑
屋面大面积瓦件破碎滑落; 戏楼、过
殿、后殿、厢房墙体多处裂缝、倾
斜; 尤以后殿两侧马头墙开裂，背部
围墙局部坍塌倾斜最显危情，已呈倾
圮之势。

张良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位于汉中市留坝县城北 15 公里
处的紫柏山下庙台子街。相传始建于
东汉，历代多有修葺增建，现存为明
清建筑群。依山傍水，规模宏大，环
境宜人，为我省现存名人祠庙中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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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佳构。地震造成庙中五云楼的梁架
倾斜，局部脱榫，墙体开裂、屋顶瓦
件大面积松动下滑; 大殿、东华殿屋
脊断裂，部分兽头瓦件塌落; 地面多
处出现裂缝，以碑廊为甚，地面局部
下陷致墙体倾斜; 部分门窗变形; 外
庙院围墙倒塌长度近 150 米; 授书楼
基座多处裂隙，危及上部木架结构。

武侯墓。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位于汉中市勉县定军山西北脚
下。墓园山环水抱，古木参天。园内
现存献殿、大殿等明清建筑。墓冢周
边砌以石栏，冢后古桂双株，茂密如
盖。园内收藏众多著名匾额楹联和历
代修葺记事碑石，为我省著名旅游胜
地。地震造成大殿神龛后墙倾斜，壁
画受损; 南北厢房后背墙裂缝; 后坟
亭两侧耳房墙体开裂，局部地基下
陷，屋顶瓦件松动; 门外照壁顶部塌
落; 内外围墙多处开裂。

武侯祠。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
于汉中市勉县老城区，明正德年间迁
建于此，为后世祭奠凭吊诸葛亮之
地。占地近 40 亩。规模宏大，气势
壮观。祠内有乐楼、辕门、牌坊、诸
葛琴台、钟鼓楼、大殿、献殿、配
殿、碑廊等各种建筑，并收藏历代匾
额、碑刻等众多珍贵文物，为我省著
名旅游胜地。地震致西辕门东南角墙
体开裂，屋面瓦件滑落; 部分琴楼柱
子倾斜; 东过门墙体局部塌坠; 大殿
墙体、东西厢房及配殿、拜殿山墙均
出现裂隙; 殿内多方碑石前倾欲倒;
多处围墙裂缝达 200 余米。

午子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
于汉中市西乡县东南 20 里堰口镇午
子山上。据记载为汉代戚姬进香祈福
之地。宋及明清历代均有增建。分为
上中下三观，现存殿宇、房舍 61 间。
观内收藏明清铸像、石刻碑碣、铁钟
等各类重要文物。此次地震使建筑群
受损严重，朝圣门砖拱券门出现裂缝
且贯通延伸至崖边，致地面开裂下
陷; 围墙多处出现裂缝，宽者达 5 厘
米; 拜殿屋脊倒塌，前檐垮落; 祖师
殿、观音殿、药王殿等墙体多处裂
缝，且屋面瓦件受损残破。

圣水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
于汉中市南郑县圣水镇马家嘴村，明
代建筑。民国时期曾作为黄埔军校教
学点。寺院依山面水，林木葱郁，风
景秀丽。寺内五龙泉水享有盛誉。地
震致大殿墙体裂缝，屋脊倾斜，附属
建筑屋面瓦件滑落; 管理用房受损，
围墙坍塌约 30 米。

蔡伦墓。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位于汉中市洋县龙亭镇。公元
121 年，蔡伦死后葬于此，后代遂于
墓前建祠。现祠内建筑雕梁画栋，古
朴典雅，古柏森森，清泉如镜，为我
省重要名人墓地。邻墓一侧则建有
“造纸博物馆”。地震造成墓前大门
脊檐垮塌，部分建筑屋脊倒塌，配殿
顶部塌陷，拜殿、献殿、翠花门墙体
裂缝，部分围墙倒塌或开裂。

另据省文物与宗教部门调查，省
保单位汉台区拜将台围墙坍塌 350
米。省保单位略阳紫云宫，原属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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