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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近日，一则《最美野长城被砂浆抹平，700年历史的国宝面目全非》的网帖，直指辽宁绥中县永安堡乡小河

口的长城被“砂浆抹平”，一时引发舆论关注。就在该事件不断发酵的同时，这段倍受质疑的“最美野长城”修缮

方案的设计者及负责人陈术石于9月25日、26日，在其个人博客、微博先后发表了《“最美野长城被抹平”的设

计者如是说》、《于长城文物本体保护与群众期望间如何取舍》两篇文章，公开回应外界质疑。

昨天，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网友提供的维修前后对比照片并不是同一段落，“把垛口和女墙全部

铲平”的说法并不属实。如果外界对此有质疑或者对他们的修复方案有建议，他愿意接受。

“最美野长城被抹平”引发公众关注，设计者回应：

维修前后对比照片不是同一段落

本报记者 陈伟斌 黄小星

资料显示，小河口长城是全国文物重点

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公元 1381

年），由于雄踞于险峻的山岭，所以又有“第三

八达岭”之称。也正是这段在外界看来倍有

“野味的野长城”，最近被曝光称已经被当地文

保部门进行修复，但修复之后，“小河口长城被

人用砂浆抹平了，原本残缺的垛口墙等都被抹

平了，野性十足的长城成了被硬化的路面”。

这个《最美野长城被砂浆抹平》的帖子

里，最先指出此事的，是一个自称为“当地山

林保护者”的刘福生。在帖子最后，他还附上

了一些现场照片。刘福生认为文保部门在这

段长城的修复中存在严重问题。

根据 2012 年由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的

《绥中锥子山长城大毛山段部分段落抢险工程

修缮方案》，石筑墙体的顶部修缮为“对顶部残

存素土海墁（即墙顶平面）重新拍实，再用三七

灰土补充一层拍实，平均厚度12厘米”。

所谓“三七灰土”，即按照三分白灰七分

泥土比例调制的建筑材料。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井晓光此前

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曾解释，在对石质

残基进行归安加固之后，之所以要铺上一层

三七灰土，是为防止雨水的冲刷，以及防止入

冬后由于渗水形成冻胀造成砖体再次破裂。

“当年明朝修建长城的时候用的就是三七灰

土。”陈术石强调设计方案考虑到了历史情况。

此外，他在9月26日的博文中也提到，“明时建墙

之始，上以灰土夯之，其上或墁砖或墁板石。”

有媒体报道称，据多方证实，这段长城在

修缮时涉嫌违规使用水泥，并且在修缮不到两

年时间里，已出现路面下陷、墙体凸起等现象。

公众质疑：
在修复过程中使用了水泥

昨天下午，钱报记者打通了双方的电话。

陈术石首先向记者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曾任辽宁省文

物保护中心副主任，负责文物保护工程设计工作、研究员，这

期间，作为主要负责人参与了这段“最美野长城”修缮方案的

设计。后由于个人选择，于2015年上半年被批准调往辽宁省

博物馆就职。此外，陈术石表示此前的所有工作，都是按照相

关规定来勘查并且执行的，有关修复这段长城的方案，也是经

过国家文物局批复，“如果外界对于我们修复的方案或者方法

有质疑，我们愿意接受各方建议。”

当记者问及，或许他们的方案没有问题，但施工方是否会

存在违规施工这个问题时，陈术石也坦言，自己并未前往过现

场，因而也不便评论。事实上，在他凌晨发布的那篇博文中，

他也有类似表述：“至于施工、监理，由于我没有任何参与，也

没去过维修后的现场，不好妄加评论，但从维修后的照片看，

正如丁辉局长（注：辽宁省文物局局长）所说，确实修得不太好

看，这说明我们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不过对此，钱报记者在接通刘福生电话并就此事采访

时，刘福生显得比较激动。他表示自己已经知道陈术石撰

写的那篇《“最美野长城被抹平”的设计者如是说》，但依旧

对此表示强烈质疑：“到底谁说真话，来现场看看就知道了，

他（陈术石）是在转移视线。”当记者问及刘福生的具体身份时，

他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一名“保护山林的”。

面对如潮水般涌向他的舆论质疑和热议，昨天中午，陈术石再

度撰文《关于长城文物本体保护与群众期望间如何取舍》称：“长城

为文物之脸，亦吾国之面，护好长城，使之传万世，乃文博者肩之重

任，亦为全民之望。两者间非对立之关系。然于长城之抢险修复

与全民期望间而言之，则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陈术石：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案
刘福生：他在转移视线

连线

9月23日拍摄的部分尚未加固的锥子山长城 9月23日拍摄的锥子山长城大毛山段修缮后的容貌

9 月 25 日凌晨，陈术石在自己的微博中

撰文《“最美野长城被抹平”的设计者如是

说》。文章称，无论从山势还是周边环境来

看，维修前后对比照片不是同一段落，并指原

来的发图者“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陈术石称，该维修方案以及按国家文物

局批复的补充方案三大本文字、图纸，共计

600余页（A3纸）。编制方案时，单位很多同

志参加，力图把方案编制好，把长城修好。“当

然，由于我们能力有限，水平不高，方案不细，

深度不够，甚至出现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

的。此次全国关注辽宁文物保护维修工作，

是对我们作为文物工作者的监督和鞭策。”

此前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陈术石回忆称，

2011年9月、2012年4月下旬，他曾两次带领

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来绥中大毛山

长城进行了测绘工作，后方案连续通过了省文

物局和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评审，2012年3

月，国家文物局对此作出批复，同意所报方案。

不过陈术石也承认，因为在方案设计和

施工上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目前能力水平上

还有差异，有不足是无法避免的。但随着在

专业性认识和理解的不断加深，会将方案改

进和完善得越来越好，想办法在保护文物的

同时，也兼顾游览者观感上的认同。这也被

舆论认为或许是“翻转”此事的一个节点。

设计人发声：
发图者“颠倒黑白”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
长城修缮要把握“度”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对钱江晚报记者说，图片反映的

小河口长城不是同一个位置，一个是没经过修缮、有历史风貌的，

另一个是没有历史风貌的，“一直有媒体问，对小河口长城修缮设

计如何评价？我无法评价，第一我不了解情况，没看到过设计。第

二我了解文物工作者，真不相信设计者要的会是现在的结果。”

董耀会也在此前撰文指出，近 10 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长城维修工程项目最多、投资最大的10年。大量的长城保护

修缮工程，在不同环节、不同地域都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但

这些经验教训目前尚处于离散状态。像小河口长城被修缮

后，就连辽宁省文物局局长都表示“确实修缮得不好看”，这挺

能说明问题。眼下就亟须对这些加以梳理，并发现各个环节

衔接的问题和整体机制方面的不足，从而编制各种规范、导

则、案例库等，更有效地指导修缮工程实施。

董耀会认为，长城本体修缮的“度”，首先是安全性；第二是真

实性；第三是完整性。需要尽快制定规范和标准，将《长城保护维

修工作指导意见》中一些原则性的描述深化为具体的实施导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