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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的成矿带横亘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矿带富含
铜、铁、钨、锡等资源。安徽铜陵地处成矿带的中段。目前的考古调查和
已发掘的资料显示，铜陵地区的铜矿开采、青铜冶炼活动肇始于中原
的二里头文化晚期，勃兴于春秋战国时期，鼎盛于汉唐，衰落于北宋，
至明代基本停止，延续时间达2000多年未曾中断。新中国成立后，铜陵
的铜工业继承并发展了古代铜产业的辉煌，依靠高精尖技术谱写着我
国铜工业新时代华章，一度成为最大的铜开采和冶炼生产基地，为我
国经济发展做了突出贡献。铜陵市境内河流有长江、夹江、顺安新河、
黄浒河、大通河等，水陆交通发达。以铜著称的铜陵拥有丰富的铜工业
遗产资源，储存量巨大的矿产资源、古今连续的铜工业、发达的水路交
通，造就了这座因铜得名、以铜而兴、文物资源丰富的中国古铜都。

铜陵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秉承“古朴厚重、熔旧铸新、自强不息、
敢为人先”的铜都精神，千年铜都古韵新风，生机焕发。

以古朴厚重的历史智慧探寻铜都文化之源

铜陵作为我国青铜文明发源地之一，数量众多的古矿冶遗址讲述
了这片地域铜文化起源之早、铜文明之发达的史实。

铜陵有先秦时期领先的冶铜技术遗址——汤家墩遗址、师姑墩遗
址。人类在生产力发展的历程中，先使用稀少的自然铜，之后采冶浅层
的、易熔炼的氧化铜矿。随着合金铜使用量的增加，蕴藏量较小的氧化
铜矿供不应求，古代工匠必然会采掘铜矿深部的硫化铜矿。硫化铜矿
冶炼难度大，矿石需精选、长时间焙烧才能入炉熔炼。冶炼硫化铜矿是
人类炼铜技术达到更高水平的一个标志，是矿冶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事
件。冶炼硫化铜有“硫化矿-铜”和“硫化矿-冰铜-铜”两种工艺。经科
技考古技术分析，铜陵地区的汤家墩遗址使用高品位硫化铜矿直接还
原铜的方法。师姑墩遗址是铜陵境内始于夏代的、内涵丰富的冶铸遗
址，该遗址采取低品位硫化铜焙烧成冰铜，再经过焙烧、提炼工序提高
冰铜品位，最后还原炼出铜的复杂工艺。师姑墩遗址发现夏商至春秋
时期房址、灰坑、水井、柱洞等，出土浇铸工具陶范、石范，炉壁残块，冶
铸废料铜渣、残铜块等遗物，浇筑成品多为农具及小件武器，表明铜陵
地区在这一时期已经具备完整的铜生产环节。师姑墩遗址的发现将皖
南沿江地区铜冶铸时间提前到中原二里头文化晚期。

铜陵有产量巨大的采冶遗址——罗家村大炼渣遗址，该遗址使用
年代为汉至唐、宋。罗家村大炼渣遗址的地表炼渣分布较集中。根据现
有考古材料保守估计，铜陵现存炼渣约 200万吨，以 1:15的产出比计
算，约有 13万吨铜料产出，由此可知铜陵在古代已是铜产量巨大的生
产地。

铜陵有成熟先进的采铜技术遗址——金牛洞采铜遗址，开采时代
下限不晚于西汉时期，采铜所开的平井、竖井、斜井均在铜富集区的矿
体内。出土遗物除了铜凿、木铲、铁锤、竹筐、木桶等工具，还发现巷道
内随自然地形搭建的木质框架式支护，合理、科学的支撑结构最大程
度地保证井内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诸如以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考古发现在铜陵及整个皖南沿江地
区不胜枚举，这些不争的事实都证明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奠定、厚积
了铜陵古铜都的铜文化之源。

以立体多面的保护措施助力铜都城市转型

这座3000多年的古铜都在近代工业发展中以铜立市，形成了高度
发达的铜工业体系。随着铜资源的开发，铜陵已成为典型的工业依赖
型城市，并于 2009年进入资源枯竭型城市行列，经济发展转型是必然
趋势。

基于得天独厚的矿冶遗址资源，当地政府从保护与利用工业文化
遗产角度出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宗旨，按国际准则

《下塔吉尔宪章》、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无锡建议》要求，积极探索并
出台符合地方特色的保护法规、规划与工作方案，2011年颁布《安徽省
铜陵市大铜官山公园概念性规划（2006-2030）》，提出铜陵大铜官山矿冶遗址的整
体保护蓝图，形成对遗址中的矿井坑道进行保护修复、构建地下空间体系、建造矿
坑遗址特色博物馆等意见和措施。2015年制定《铜陵市历史建筑与工业遗产保护
规划》并于 2018年 3月通过评审，明确了工业遗产建筑的价值特征、保护范围等。
2017年颁布《铜陵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并于 2018年 1月 1日施行，从执法
层面规范铜陵地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行为。2021年7月制定并公布《推动老工
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打造“生活秀带”工作方案》，有效推进铜陵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工作，并为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探明新路径。大工山-凤凰山铜矿工业遗址
跨南陵、铜陵两地，2021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
划》“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大遗址名单；同时，铜陵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党和国家关
于文物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听取采纳多方专家建议，结合“考古中国”项目和《“十
四五”专项规划》，积极为凤凰山铜矿遗址的考古发掘、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大遗
址保护和利用等工作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持和帮助。

以上法规、规划、工作方案从多方面保障铜陵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以科学
性、原真性、整体性、多样性原则进行。相关系统性的法规、规划、工作方案的出台说
明铜陵已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实现铜文化和经济的协同发展，卓有成效的保护措施
彰显了“敢为人先”的铜都精神，也为我国其他工业依赖型城市的转型提供借鉴。

以行之有效的活化利用推动铜都经济发展

铜陵最突出的特色是3000余年赓续延绵的浓厚青铜文化。铜陵地区的古矿冶
遗址规模盛大、数量繁多，铜都文化宛若璀璨星光闪烁，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慕名
而来。唐代李白，北宋王安石、梅尧臣、苏轼，南宋王十朋，元代贡奎，明代汤显祖、清
代刘大魁等文化名人不吝赞美之词，纷纷述说着铜陵令人神往的大美山河和铜陵
地区蔚为壮观的炼铜盛景，诸多千古佳作是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千年铜都”最有
说服力的见证。

新时代，铜陵市政府在繁荣的铜文化沃土上，以国家政策为导向，立足本地发
展趋势，以“熔旧铸新”的精神态势，努力探索出一条“以铜为媒，以文促经”的发展
道路。1992年第一届中国青铜博览会在铜陵开幕，这是国内第一次以铜文化为主
题的盛会，此后陆续举办的十二届博览会将铜都文化、经济、旅游、商贸融为一体。
以博览会为契机，当地政府还成立了“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会”“铜陵市铜文化研究
会”，出版《青铜文化研究》9辑，铜文化的学术研讨与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以铜立市的铜陵具有独特的铜文化性格，当地政府以“一方水土”为审美标准，
陆续建成百余座风格迥异、主题鲜明的大型铜雕塑，优秀的铜雕作品在铜陵百花齐
放，增强了市民的铜文化自信，推动铜陵逐步成为具有独立性格的雕塑名城。

铜陵围绕本地自然、文物遗产、文化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工业遗产旅游线路，
如金牛洞古采矿遗址-罗家村大炼渣-金隆铜业有限公司或金昌冶炼厂（现代化铜
冶生产线）-金蜗牛铜工艺品厂-铜商品市场-城市铜雕-铜都景观大道。工业遗产
游是较新颖的旅游方式，同时具有休闲娱乐与探索求知特色，铜陵工业游可让人们
读懂千年铜都的历史发展脉络。

铜陵地区的古矿冶遗址是“千年铜都”的核心内涵，当地政府在科学保护古
遗址的前提下，以自强不息的铜都精神探索文物、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的活
化利用之路，拉动产业升级、带动经济发展，千年铜都华丽转身。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散布着许多历史悠久、
文化丰富的村落，它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见
证。它们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民间传统和地域特色，
是研究中国历史、建筑和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料库。
河北省井陉县于家村，就是这一历史文化瑰宝中的
一颗璀璨明珠。

井陉，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部的晋冀交界
处，素有“太行八陉之第五陉，天下九塞之第六塞”
之美誉。2005年，井陉县入选中国首批“千年古县”，
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 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 1100 余处；有中国传统村
落 48 个，是首个“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区”；有 5 个国
家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中于家村在 2007年获
批第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是县内首个得此称
号的村落。早在 2001 年，该村就被列为省级文保单
位。于家村建筑群以石头建筑为主，因而也被称为

“于家石头村”，以其独特的明清建筑风格和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更多的人关注和探访。

古陉于家，石头王国

于家村，深藏太行山麓，历经几百年风雨仍维
持原貌，彰显着古朴村落的完整性。这里的石楼石
巷承载着明清的沧桑岁月，独特的石头文化华北罕
见，令人瞩目。于家村与明代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
有着深厚的渊源。据载，于家村为于谦直系后裔的
居住地，于谦长孙于有道及其三弟于南道为避难，
于明朝成化年间携全家藏匿于此，并在此繁衍生
息。现全村 95%以上为于氏族人，传承自于谦的淳朴
民风和英雄气概，是于家村文化的灵魂所在。此外，
晋剧、拉花等传统艺术以及抿须儿等美味小吃，共
同构成了于家村独特的地域乡土文化，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领略这份古韵与风味，体验其深厚的历史
底蕴和独特魅力。

于家村作为一座年代久远的古村落，承载着悠
久的历史，是古建筑研究的重要标本。这里的建筑
群凝聚了古人的智慧和匠心，它们经历了岁月的洗
礼，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成为连接历史时空的桥梁。

于家村的东大门——清凉阁，展现了卓越的艺
术魅力，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这座古建筑设
计精巧，结构严谨，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工匠们的
精湛技艺。清凉阁由三层组成，因为其石墙石壁、石
梁石柱、石阶石栏、石门石窗、石鼎石案、石榻石龛、
石磬石匾，均为石头搭建，所以又称石头阁。石头阁
顶层为砖木结构，上挂扇形鎏金匾，上书“清凉阁”
三个大字，南侧嵌有石雕龙头。清凉阁的装饰艺术
也极为丰富，彩绘、木雕等技法的运用，使得整座建
筑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极具艺术之美。无论是
雕刻精美的檐角，还是富有韵律的斗拱，都展现出
古人对于建筑艺术的极致追求。“一块石头一根柱，
一块石头一匹梁，一块石头一房顶，一块石头一堵
墙”是当地百姓对它的形容，极具观赏和文物价值。

修旧如旧，生态保护

20世纪 90年代开始，于家村积极对本村进行深
入研究与细致规划。在专家的指导下，广大人民群
众对全村上百处古民居进行了认真挖掘、搜集和整
理，以做到心中有数，让保护工作有的放矢，确保其
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双向努力之
下，于家村才得以更好展现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一是加强整体风貌的维护。在于家村的规划
中，首要任务是确保整体风貌与周围自然环境和谐
相融，使村落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同时，村庄在重
建和新建建筑时，注重与原有古村落风格保持一
致，延续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保护“石头王国”的
独特风貌。此外，于家村还着重抓好不协调建筑的
整治工作，对于新式建筑和残破老建筑进行更新改
造，确保新建建筑的屋顶和外立面符合传统式样，
内部则采用现代化装修以适应现代生活需求。通过
这些举措，于家村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同时，也诠释
了其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和谐共融的独到理解。

二是强调重点传统建筑的提升。在保护古村落
的过程中，于家村特别重视古祠堂、古庙宇、古戏楼
等公共传统建筑的维护与修缮，这些建筑不仅是丰
富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村落精神文化的象征。同
时，月门院、双门院、葡萄院等重点民居和院落也被
纳入保护和修缮的范围内，以保留其独特的建筑风
格和文化内涵。

三是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保持六街七巷十八胡
同的传统格局。首先关注交通路网的建设，外围修
建了宽敞的交通道路，内部则恢复了传统的石头路
面，保持了古村落的历史风貌。在电力通信方面，进
行了线路的调整和升级，确保村落内的通讯畅通无
阻。在上下水改造上，于家村结合自身古井众多的
特点，利用雨水收集系统推进改造工作，既保护了
古井，又实现了自然排水和生活污水的净化。此外，
村中还特别打造出拥有六个戏台的休闲广场，为村
民和游客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使村落在传统
韵味中迸发现代活力。

在古村落维修中，于家村秉持“修旧如旧”的原
则，优先使用旧材料，辅以与之风格协调的新材料，
确保修葺后的建筑保持原汁原味。沿街建筑得到整
饬和更新，既满足了现代生活的需求，又保留了古
韵。村落中的建筑屋顶并非完全统一，而是兼具平顶
与坡顶，更好地保留和传承了于家村独特的建筑文
化，同时，新建石房沿街布局，形成连续的界面。此
外，于家村鼓励居民开设院门，让门窗面向街道，院
墙和院门均采用传统小青瓦坡顶样式。这些措施保
留了古村落的风貌，同时提升了居住环境和游客
体验。

科学传承，合理利用

在乡村振兴路上，于家村焕发独特魅力。村民
共绘发展蓝图，在修缮老屋之余，也新建了博物馆
与茶舍，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招贤纳士，引入
资源，共促繁荣，如今，于家村成为旅游胜地，生
机勃勃。它以文化传承与创新为核心，让古村落
重焕生机。精心规划与多元发展使村民生活质量
大大提升，游客慕名而来，于家村逐渐蜕变为集
历史、文化、旅游于一体的魅力乡村。

一是唤醒空屋。于家村积极唤醒空置老屋，历
经沧桑的老屋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焕发新生。被唤
醒的老屋古朴而宜居，既保留了传统建筑风格，又
融入了现代生活元素。如今，修缮后的老屋不仅是
村民的家园，也是游子一腔乡愁的栖息地，更是传
统文化的展示空间。此举不仅提升了村民生活质
量，更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为于家村的振兴注入
新动力。村民们始终怀有对历史文化的尊重，积极
参与保护和利用老屋的工作，让古朴的于家村重焕
新生。

二是注入灵魂。于家村精心规划，为村庄注入
灵魂。博物馆保存并展示了于家村的历史文化与传
统艺术，让游客得以深入体验这片土地的魅力。茶

舍成为休闲交流之地，村民和游客在茶香中畅谈古
今。特色民宿则为游客亲身感受当地生活提供了场
地，置身其中，仿佛穿越回了古老村落。这些举措让
于家村焕发新活力，成为一个充满灵魂和生机的旅
游目的地。

三是招贤纳士。为了推动村庄的持续发展，于
家村积极引入各类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
术，为村庄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市场资源。同时，于
家村也广泛吸引有才华、有抱负的人才加入。如今，
于家村已成为众多企业和人才争相汇聚的热土，各
方一道推动着村庄的繁荣与进步。

四是恢复生机。于家村依托其独特的古村落格
局，规划了以清凉阁、真武庙、于氏宗祠、石头博物
馆、特色步行街和观音阁等特色建筑为节点的游览
线路。主要游览线路总长 1060 米，在此基础上开辟
了深入典型院落的 1580米的次要游线，让游客得以
全面体验古村落的风貌，感受自然与人工建筑的和
谐融合。此外，于家村还开辟了山体景观游览线路，
让游客登高望远，俯瞰村落全貌。

因村庄紧邻风景秀丽的“天路”，于家村利用这
一地理优势，发展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如博物馆、茶
舍、民宿等，吸引了大量游客，为村民创造了大批就
业岗位。如今，于家村已是太行天路沿线的亮点，成
为诸多影视拍摄的取景地和学生写生地。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井陉县于家村在保
护传承和开发利用中秉承着让有形的乡村文化
留得住，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将保护与利
用有机结合，让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
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在这座传统
村落中焕发勃勃生机。

（作者单位：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

生态保护 科学传承 历史文化名村重焕生机
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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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物保护修复的对象，文物是物质性和非
物质性的集合体，即物理存在和意向代表的复合
体。而一般意义上，由于文物经过历史沧桑而留
存至今，我们要确保文物的存在自然而然就是第
一要务，而保证文物存在的前提即是文物自身构
成材料本身的存在。对于文物的历史研究而言，
物理存在的材质只是最基础的历史留存，而根植
于材料上所体现出的各种表现形式的价值信息，
如历史价值 （“纪念碑”见证）、艺术价值 （美学
形制风格）、科学价值 （制造工艺技术）、经济价
值 （成本控制理念） 和社会价值 （契约关系实
物），则越来越被文物保护修复者所重视。文物保
护修复从业者们，应该对文物保护底层逻辑来源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大历史进程的变迁

处于各个时代的修复从业者，都会赋予自己一
种所处时代背景下的使命感。可以理解为每一位修
复者，都在用自己所知的技术、材料、能力、经
验等，来实现存在物价值最大化再现的最优解，
譬如日常所见的机械修理、衣物缝补。这种基于
不同领域之内竭尽所能完成的完美杰作，应该是
每一个从业者的价值体现。同时，从业者也会从
自身经历中，不断完善和巩固各自所知所得，直
至由经验归纳为理论，并不断推广和流传下去，
这个过程如同各个思想交融时代的认知爆发一样
铺展开来，直至经过社会大众审美的筛选，确立
获得时代认可的标准。

对于文物保护修复者而言，一直存在着最为底

层的理念逻辑，即对外形的完美追求。深究这种朴
素意识的根源，可以理解为对破碎和流失岁月的不
容忍，说到底则是建立在从业者自信、自立以及自
我满足 （包含精神或经济的富足） 之上的具体体
现。譬如欧洲 17 世纪的保护修复只是要补齐、矫
正，目的就是为了好看，要完整。

随着时代进步，人们对于全历史的包容愈加珍
重，即认识到“所有发生的历史都是历史”以及

“个人的干预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时，文物保护修
复者已将留存至当下状态的文物永远“定格”的
思想逐步化作“预防性保护”的理念。这种“预
防性保护”并不是将技术问题甚至伦理问题遗留
给后人的逃避，而是更多地褪去“历史干预者”
的身份，将完整的“旧历史”或者“有明显区别
旧历史和当代史”的真实存在，传递给后代，从
而避免给后代带去混淆和困惑。譬如 19世纪至 20
世纪欧洲修复标准强调原真性，技术本身可以做到
好看、完美，但已经不是必要，开始关注可识别性
和坚持真实性。

个人的积累与时代的发展

即便大历史进程在不断发展，但每一项文物
保护修复的落地，依旧是受制于个人“信息茧
房”的容量。虽然“信息茧房”的大小取决于个
人的智慧程度、受教育程度、社会经历、从业经
验、生长环境，但都是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即
经济越发达，人员、设备、技术都能得到不断进
阶升级，解决之前不能解决的难题，或者提炼之
前受技术条件限制而忽视的价值信息。然而能跳

脱出现有条件限制或者能不断扩展“信息茧房”
的从业者只是少数。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审美的提升，可应用
技术手段的丰富以及对于效果和效率的追求，必
然会促进旧有传统技艺的不断迭代更新，无论走
在科技应用前列的或局限于传统工艺，区别的仅
仅是不同小区域内经济基础所带来的差异，依旧
处在同一个时代的发展框架之内。

针对不同质地、不同器型、不同目的，保护到
什么程度、修复到什么样式，是实施每项文物保护
工作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但既不能停留于当下讨
论而耽误经不起等待的文物“救命”，又不能一刀
切“短平快”地完成“以新代旧”“以仿代真”的
外貌逼真，这其中需要因地制宜研究的边界和分寸
感，还涉及施工进度的限制，似乎有违材料老化的
基本规律。当前以数字化为先导的数据采集的普及
已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数字化终归不是文物本体和
实体，只能是留取记录的一种方式罢了。

机遇与挑战

我国文物保护修复行业发展迅猛，对于传统
技艺传承者、入行多年或者新入行者都会带来
或 多 或 少 的 影 响 和 困 惑 ， 需 要 一 定 时 间 来 消
解。时代为文物保护修复行业提供了机遇和挑
战，需要我们在基本原则的框架下，建立科学
的方法论和技术体系。如何实现只干预文物的
保存史而不改变文物的制作史，或许将是未来很
长一段时间的探求之路。

（作者单位：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都灵大学）

文物保护修复底层逻辑溯端
叶琳 黄婧

于家村全貌 何克宁/摄

于家村标志性建筑清凉阁 何克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