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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建筑与文物消防》终于出版了。这是作者孜孜以求、不懈努
力的结果。作者在消防战线奋斗了四十三个春秋，在长期的工作实
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在后期工作中，对古建筑和文物消防
进行了潜心思考和悉心钻研，终于独树一帜地写成了二十余万字的
专著，填补了我省乃至全国古建筑和文物消防专论的空白。

古建筑和文物是先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勤劳智慧的结晶，她的
存在无不闪烁着历史文化的光辉。然而，这些璀璨的明珠，由于多种
原因而被毁，而毁于火灾的事例则极为严重。古往今来有多少高楼
杰阁、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弥山别馆、梵刹宫观、坛庙寺庵在火灾中
化为灰烬。这些稀世而珍贵的瑰宝被毁之后不能再生，毁一件则少
一件，毁一处则少一处。因此，全力以赴地做好古建筑和文物的消防
安全保卫工作，就成了消防保卫人员神圣的责任和义务。作者正是
出于对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热爱，离休之后离而不休，全神贯注地投
入调研与写作之中，数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终于写出了保卫古建筑
和文物消防安全的专著。作者长期战斗在消防战线，既有亲历火场
的体验又有灭火指挥和抢险救援的经历，因而全书浸透着军人的情
怀，倾注着护卫国宝的满腔热忱。在此，我为消防战线上有这样优秀
的老前辈而振奋。

本书对古建筑和文物的火灾预防做了详尽的表述，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技术预防措施;在灭火方面针对古建筑的结构特点、文物
的性能和火灾的关系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较为科学的
灭火措施。这实际上是作者在长期灭火战斗中的经验与古建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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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火灾实践结合的运用。特别是火灾情况下对珍贵文物的抢救
保护和疏散有其独到的建树。本书将古建筑和文物单位的“防”与
“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尤其是对长期坚持在
文物战线上的保卫干部，文物工作者，消防专、兼职人员，更是值得
一读的好书。

贾西海
2009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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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物异常丰富，保留至今
且能代表中华民族文明结晶的标志性物质之一就是古建筑物。

我国现在的历史文物遗产中，古建筑占的比例最多。这些不
能移动的古建筑物内又存在着雕塑、雕刻、壁画、金属等珍贵文物，
有的是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古建筑和文物之可贵，就在于它是
历史的遗存，不可复制。如果遭遇火灾的破坏，就会造成无法弥补
的损失。

作为消防工作者，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好我们祖先用勤劳和
智慧所创造的这些稀世珍宝，安然无恙地留传给子孙万代。

做好古建筑和文物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是项十分复杂的系统
工程。因为古建筑和文物单位易燃、可燃物质多，因而火灾因素
多。起火后又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火灾:一是扑救难度大。由于古
建筑是完整的木质结构，年久干燥，建筑高大，通风良好，燃烧猛
烈，火势难以控制。其下又有大量不同性质的文物既怕水又怕火，
极难施救。二是灭火力量需求大。灭火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
物力，需要强有力的灭火器材和器械，需要大量的灭火剂，尤其是
水的需要是一般火场的一倍或数倍。三是火灾损失大。由于是历
史文物，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数的，扑救方法不当极易造成二次
损毁。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对我国现存古建筑和文物安
全管理的力度，形势有所好转，但发生在古建筑和文物单位的火灾
时有发生，而且损失不断地增大，其主要原因在于，火灾预防措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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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力，发生火灾后扑救方法不当而造成文物二次损失。
为了能从根本上杜绝古建筑和文物单位火灾的发生，或发生

火灾以后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寻找出古建筑和文物单位消防安
全规律，本人遂即进行深入调研工作，力争找出消防安全的管理对
策和成功扑救火灾的规律。开始以西安地区的古建筑和文物单位
为重点，在取得初步收获的基础上写过多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有
的获奖，有的被评为陕西省自然科学二等优秀学术论文，并在西北
地区专业学术交流会上交流，曾受到陕西省公安消防总队的肯定
和鼓励。此后，陕西省公安消防总队在教导大队曾增设了古建筑
和文物消防安全管理专题课程，使古建筑和文物消防安全管理在
省内得到普及。此间，山西夏县消防指挥学校的学员在西安实习
期间，对古建筑消防进行了专题研讨，并建议写一本有关古建筑和
文物消防的专题书籍，以补充消防教材的内容。从此我就有了编
写古建筑和文物消防一书的夙愿。

为了充实内容，我曾先后赴北京、上海、甘肃、青海、四川、云
南、江苏等地并三次赴全国古建筑文物大省之一的山西省调研学
习，得到上述各省市消防总( 支)队的热情支持，因而取得了丰硕而
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调研过程中不仅加深了对祖国珍贵文物遗
产的热爱，更激发了深入发掘的积极性，进而发现祖国各地存留着
古建筑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民居、古村落、古镇、庄园、祠堂、家庙等
建筑历史文物，以及周边存在着稀世仅有的古树名( 林) 木。这些
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物，更需要消防安全保护。

该书力求做到学术性与科学性相统一，消防知识性和趣味性
相结合，写作上通俗易懂，内容上全面、系统、深入并有所创新。据
此，试图从中国古代建筑和文物与消防的关系、古建筑和文物单位
的火灾预防、古建筑和文物火灾的扑救等三个方面阐释古建筑和
文物单位消防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以及“防”与“消”的具体
措施。

在调研和写作过程中，始终受到陕西省公安消防总队和西安
市 公安消防支队以及省、市消防协会领导的热情支持和鼓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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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市公安消防支队队长贾西海同志数年来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
持，不仅热情地提供了有关资料还主动安排特勤中队直观先进消
防器械示范表演，而且多次为外出调研提供便利。西安消防指挥
学校原副校长李志英同志曾提供大量有关资料。陕西省公安消防
总队原副总队长别鑫奇、原副参谋长魏安银( 曾一道赴甘肃等地调
研)，均对全文进行过修改审定。西安市公安消防支队原副支队
长、西安市消防协会秘书长陈印生( 曾主管防火工作) 对第二编防
火部分进行了修改和审定。市消防协会理事张忙生同志在出版过
程中给予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本书第一稿形成时，武警学院消防
管理系原主任朱吕通教授和现已辞世的西安市公安消防支队原支
队长李保信同志亲自审核书稿并提出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可以
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这部书稿。本书的出版，实际是一部
集体智慧的结晶。

数年来先后奔赴全国不少省、市学习调研，广搜资料，得到有
关省、市(总、支队) 领导和同志的热情帮助，同时书中还参考引用
了有关报刊、杂志中的有关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肯定会有谬误之处，恳请专家、读者
批评指正。

作者
2009 年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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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概况与火灾

第一节 我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概况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丰富。古代建筑具有卓越
的成就和独特的风格，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距今已有四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
之一。我国古代建筑活动就已发现的遗址、遗迹来看，最低可追溯到七千年
以前。由于我国的地理、气候、民族的差异，使各地域之间建筑有所不同，但
经过较长时间的创造、发展、融合，逐渐形成了以木质材料构筑房屋，而且采
取了在地平面上拓展为院落式布局的独特建筑体系，一直沿袭发展至近代。
纵观我国建筑历史的发展，总的方向是沿着历史各代的更替及其政治、经
济、文化的兴衰起落而发展的。根据我国建国前后的考古发掘的历史遗存
实例资料来看，我国建筑历史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新石器时期; 夏、商、
周、春秋时期; 秦汉时期; 隋唐时期; 宋辽金元明清等五个时期，其中的汉唐
明三代是我国建筑史发展的三个繁荣辉煌的时期。

一、新石器时期

根据我国发掘出土的大量房屋遗址的实例来看，大约在一万至四千年
前由于地理、气候、材料等条件的影响，营造方式也多种多样，具有代表性的
房屋遗址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距今约六七千年长江流域多水地区的干阑式
建筑，即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村房屋遗址( 图 1 － 1) ，这是我国已知最早采用
榫卯技术构筑木质结构房屋的实例。另一种是黄河流域的木骨泥墙结构的
房屋，即西安市东郊半坡村遗址( 图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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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1 浙江余姚河姆渡村遗址出土的房屋榫卯

图 1 － 2 西安半坡遗址平面及复原想象剖面图和大房子遗址平面图

二、夏商周春秋时期

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220 年的两千余年间，由于夏商的中心地区都
处在黄河中下游的湿陷性地带，为适应建筑需要，先民们在建房地基处理上
最早采用了夯土技术，既可消除黄土湿陷又可夯筑高大的台基和墙体，且能
适应建造院落式群体的组合。商代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随之有了较先
进的生产工具，因而在建筑技术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近些年来发掘出商
代时期成汤都城遗址、西亳的宫殿遗址约 1080 平方米，其中筑有八开间的殿
堂约 350 平方米，柱径达 40 厘米，柱列整齐对应，开间统一，充分说明此时木
质构架建筑技术有了较大提高。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建筑增多，且在建
筑规划上出现了以中轴线对称布置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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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构架房屋和院落式布局在西周初期已经出现。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
的西周遗址( 图 1 － 3) 和湖北圻春的干阑式木质构架建筑( 图 1 － 4 ) 就属此
例。凤雏村遗址是一座相当严整的四合院式建筑，由二进院落组成，中轴线
上依次为影壁、大门、前堂、后室。屋顶已经铺瓦，墙体已采用三合土( 白灰、
细沙、黄泥) 抹面，以使墙面光洁。

图 1 － 3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平面示意图

图 1 － 4 湖北圻春西周干阑建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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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铜、铁工具的使用，加上都城、宫室的大量兴建促使
建筑结构技术较前提高。壁柱、横枋上出现了镂空、青铜装饰的构件。壁
画、镶嵌玉饰的装修已经出现，美观舒适的要求在建筑中显现。

三、秦汉时期

秦统一六国后，集六国建筑之大成，在咸阳仿建六国宫殿及离宫，这些
规模空前的建筑物使秦代的建筑技术和艺术得到交流、融合与发展。著名
的秦阿房宫规模之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空前的; 同时还修筑了规模宏
大的陵墓以及规模庞大的秦兵马俑和万里长城。近些年来，秦陵区发掘出
土的瓦件、花砖、雕花纹地面石、云气纹青铜门楣、石雕等建筑构件十分精
美，这充分说明秦代在建筑技术上较先朝又有所发展。

汉继秦而立。其建筑规模和水平开创了我国建筑史上第一个繁荣
时期。西汉都城长安是同一时期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之一，全城面积 36
平方公里，开十一城门，城内辟八条纵街、九条横街，街宽近 45 米，置九
市、一百六十巷里，城内建有未央宫、桂宫，宫门外均建巨阙，城内建有官
署府库。西汉所建明堂、宗庙，是迄今所见规模最大而完整的汉代建筑
群。中国古建筑的抬梁式、穿斗式、密梁平顶式的三种形式都在此时出
现。独立的大型多层木构楼阁、宫殿、悬山、囤顶、攒尖和歇山屋顶的五
种形式，不仅出现而且被广泛应用。梁架上向外挑出的斗拱、阑额、飞椽
翘角的艺术风格已经展现。

东汉初期佛教传入我国以后，宗教建筑极为兴盛，因而出现了大量佛
寺、佛塔、石窟等新型建筑，有的还溶进了印度、中亚地区的雕塑、雕刻、绘画
建筑艺术，使汉代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加成熟和圆淳。

四、隋唐时期

在继承汉代建筑技术的基础上，隋唐时期在建筑材料、技术和艺术的应
用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隋创建新都大兴城，总面积 84 平方公里，平面
为横长矩形，开十三城门，干道纵横各三条，称六街。街道之方正宽阔、宫殿
官署之集中、功能分区之明确均超过前朝。如此巨大的城市一年基本建成，
表现出了卓越的设计和施工能力。相隔 23 年后，新建东都洛阳面积 47 平方
公里，也是一年建成，并且建有更多而庞大的附属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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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建都长安后，在都城建设上发展迅速，很快成为外商云集之地的国际
大都会。在建筑技术和艺术上有了巨大发展，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第二
个峰期，主要显示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建设规模宏大，规划严整。唐都城是在隋大兴城的规模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当时在长安修建的大明宫规模很大，是明清紫禁城的五倍，其
中主殿是含元殿，整组建筑气魄宏伟，大明宫另一组雄伟的宫殿是麟德殿，
由前、中、后三座殿组成，面阔十一间，总进深十七间，面积达五千平方米，约
为北京故宫太和殿的三倍( 图 1 － 5 ) ，足以证明当时的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
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图 1 － 5 麟德殿复原模型图

2．大面积、大体量木质建筑技术得到提高，并且定型化。突破了前朝小
空间木作的方法。在单体建筑中加大空间，增大梁架跨度和斗拱朵数，以扩
大面阔和进深。用材规格统一，使木作规格统一化。建在洛阳的明堂，平面
呈方形，宽 89 米，三层总高 86 米，上部为圆顶，工程巨大而复杂，可见在预
制、施工诸方面已达很高水平。

图 1 － 6 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3． 建筑组群组合处理日趋成
熟。唐代在宫殿、陵墓等建筑方面，
突出了主体建筑的空间组合，而且
强调以中轴线为主。大明宫的布局
从丹凤门经含元殿、宣政门、紫宸
殿、太液池、蓬莱山为轴线，长达
1600 米，西侧双阁的陪衬和轴线上
的空间变化，形成朝廷威严的气氛。
坛庙陵墓建筑上的布局也都极为相
似。一般都沿着纵轴线采用对称式庭院布局，往往以二、三或更多的庭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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