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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应芳 朱土生 刘恩聪

严士平 陆民 陈兰军

陈岗 杜建军 陈荣祺

钟金柱 徐兆云 黄国平

章佳 黄胜元 詹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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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国末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

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考察志棠三槐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郑孝燮(右一)考察龙游民居苑。



▲中国建筑学会史学分会套长、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专家扬鸿勋(前排左二)考察龙磷鸡鸣山民

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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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李组组长黄景略一左三一考察小南海翠光岩石窟

遗存。



▲著名文物专家胡娃高(左二)在龙游石窟考察。

一行采龙游考察文物古迹合影。

一左二一、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周宝中一右二一等丹华一中一、中国文物保护协会理事长陆寿辟●¨耋#年国家文物局科技专家组组长王



▲2006年，文化部副部长、著名的词卅

晓光(右二)考察龙游民居苑，



▲2㈣5年．中国文物研究所总工程师付清

远(前排右二)考察龙游文物古迹。

一门源古村落。

●¨弓4年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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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m年省委宣传部部长陈敏尔(前排右三

考察龙游民居苑。



▲2005年省文化厅厅长扬建新(前排左二)考

龙游民居苑。

▲2004年省文化厅副斤长、省文物局局长鲍贤

法五)、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是(右四)、省文
局文物处处长吴志强(左三)考察龙游民居苑合影。



A2006年中央电视台主持中国商帮研究基地、龙游

商帮故居揭幕仪式现场主席台。

▲全国迁建保护T程试点基地、省文物保护单位——鸡鸣

山民居苑全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ll湖镇舍利塔。

卜龙游县文物保护单位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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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物保护单

位——叶氏比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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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_个我乐于说说的话题。 ，．：、

一些朋友，看到我从事乡土建筑研究，这么执着，近乎痴迷，就颇有

兴趣地问我，这是因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得从我少年时代在浙

江金华、丽水一带山区里的生活说起。那一段生活。是我非常喜欢回忆

的，充满了温馨的细节。但是对于回答朋友们的问题来说，那些只不过是

我血液里的基因，而诱发我的乡土建筑研究，还要有外因。那外因很庞

杂，主要的是我一直认为，研究建筑，不能只看建筑，要把建筑放到社会、

文化的历史中去看，放到生活中去看。只有在这样的研究里，建筑才会活

起来，才会有体温，有喜怒哀乐。对建筑研究的这种认识，落实到中国乡

土建筑上。要有一个触发的机会，这个机会，就发生在浙江省的龙游县，

是那儿的文物和旅游工作者给我的。

1989年，中国的乡土建筑保护还没有开始。许多地方，人们还根本没

有意识到乡土建筑的价值，为了建设“，j、康文明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便是拆掉宗祠和庙宇，觉得它们“不文明”。在这种时候，我们却接到龙游

县负责人的邀请，去帮他们测绘一批乡土建筑中的优秀作品，为的是要

想办法把它们保护下来。

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乡土建筑保护方面接到的第一个邀请。这

邀请来自一个并不富裕的县，1983年刚刚恢复县级建制的县，肯定正在

百废待兴的时期，却已经想到了乡土建筑的保护。那时候，做出这样的决

定，不但要有远见卓识，而且还要有点勇气。

我们当然很高兴，派了好几住教师带着一批高年级的学生去做了这

件工作。我到的是三门源、志蒙乡和高山顶村。这一去是惊喜交加。经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