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一有机会，我就要去徽州大地，沐浴那悠
悠的徽韵。然而数十次进村入户，也让我对当
地居民的生存状态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众所周知，徽派建筑作为中华古民居的流

派之一，无不依山就势，傍水开门，座座构思精
巧，自然得体；房屋的布局规模常常宏大但结
构灵活、变幻无穷；空间结构上的造型韵律美
就在屋脊房檐的流动转换之中，其粉白的马头
墙、乌青的小黛瓦在青山绿水之中简直就是一
首无言的山水诗，更加上繁复精美的石雕、木
雕、砖雕，往往一座徽派民居就是一座富丽堂
皇的艺术宫殿，让人痴迷到不能自拔。
外表上，那些古民居的观赏性确实一流，

尤其是翠绿的叶衬着金黄的油菜花，加上碧空
如洗、水面如镜，青山绿水间的粉墙黛瓦美得
确实让人不敢出声说话，挪步欲走又流连。可
是，这些村落的居住条件大都令人堪忧，屋里
的墙、梁、瓦、柱大多已经朽败不堪。因此，有实
力的人家常常拆了危房盖新房，没有实力的，
只好东撑西接，看了以后我既心痛又无奈。
早在 !""#年，安徽就颁布了《皖南古民居

保护条例》，但这里的古民居依然难以改变被
“外迁”的命运。$%%&年，皖南休宁县黄村的古
民居“荫馀堂”就被拆成 '%% 块木件、()%% 块
砖瓦、)%%块石件，装进 *% 个货柜，运到了美
国波士顿北郊萨兰镇的埃塞克斯博物馆内。妥
了之后，博物馆首席执行官唐·蒙罗在给休宁
的邀请信中说：“我们因荫馀堂相识、结缘，期
待着在美国讨论此项目带来的其他合作和文
化交流事宜，将中美之间的这种富有深意的文
化合作继续下去。”文物“外漂”，有钱的问题，

但远远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就像成龙看到他要
捐的房子在国内某个楼盘规划里，成了促销的
“药引子”，不被吓走才怪。

最近公布的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名单中也有不少民居、古村落。可是面对这
张名单，我也是喜忧参半，散落在民间的大量
古建筑正面临破败、颓塌、推倒的命运。最近，
我去河南看了一处“隐”在白杨林中村落里的

古寺，那砖雕、木雕，大殿的梁架结构，还有太
阳下光闪闪的琉璃瓦大殿顶，堪称精美。可是，
在院子里转悠，给人的感觉就是“破败”“沧
桑”。沧桑的还不止这座古寺，山西高平国保单
位崇明寺照样破败，管理员说：这里防不了盗，
防不了火，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文物破落“不
仅仅是钱的问题”。

再精湛的艺术也要经得起生活实际的考
验。成龙捐房子一事虽然激起很大的波澜，但
却实实在在地让人关注到古老建筑的生存问
题来了。成龙说：“我不会干违法的事情，更不
会干对不起民族的事情。”$%年前他买下的徽
派古建筑，买的时候并不贵，都是村民自有住
房，而不是受任何一级保护的文物。可是买了
之后，这些老房子就开始烧钱了；更重要的是，
个人的力量实在拯救不了这些宝贝了。经过多
方寻找、努力，最后新加坡一所大学买下其中
*栋，并为之做了周详且可行的设计，差点让
成龙动了将“剩下的 +栋也捐给他们”的想法。
成龙说，这 $%年来，为了从白蚁等口中夺宝，
自己至少花了几千万，成龙说“看一次心揪一
次”：个人的力量真有限！
爱护古建，让其留在本土并适得其所当然

好，但一时难以做到，让部分民间古物成为中
华文明、中华艺术的使者，走出国门，在海外充
当宣传员，我认为这不失为中华文化艺术传播
的可行方式，就像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走出
国门一样。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看了这些民
居、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来到了中国，见
到更为精湛的文物精品，中华文化的魅力不就
传得更广、更迷人了？

! ! 徽派建筑是中国古建筑最重要的流派之
一，以民居、祠堂和牌坊号称“徽州古建三绝”。
作为一个传统建筑流派，徽派建筑融古雅、简
洁、富丽为一体，它至今仍保持着独有的艺术
风采。
其结构多为多进院落式（小型者多为三合

院式），一般坐北朝南，倚山面水。布局以中轴
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室，
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亦有“四水归

堂”的吉祥寓意。民居外观整体性和美感很强，
高墙封闭，马头翘角者谓之“武”，方正者谓之
“文”；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彩典雅大
方。装饰方面，大都采用砖、木、石雕工艺，如砖
雕的门罩，石雕的漏窗，木雕的窗棂、楹柱等，
整个建筑精美如诗。
徽派古建筑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

为主。梁架多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其横梁中

部略微拱，故民间俗称为“冬瓜梁”，两端雕出
扁圆形（明代）或圆形（清代）花纹，中段常雕有
多种图案，通体显得恢宏、华丽、壮美。立柱用
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墙角、天井、栏杆、照
壁、漏窗等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裁割成石
条、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
理组合成图纹。建筑广泛采用砖、木、石雕，表
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 刘艳

今年 !月初! 成龙在自己的微博

上声称!他打算将自己 "#年前购买的

十栋安徽古建筑中的四栋! 捐赠给新

加坡一所高校"一时间!网络上议论纷

纷!甚至他在电影#十二生肖$中说的

%没人可以从别人的国家抢走人家的

文物!摆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 '台词

也被拿来调侃"

对于持续的质疑声! 成龙在微博

中称(%请你们放心! 成龙不会做犯法

的事!更不会做对不起民族的事) * 终

于!$月初!成龙对老友白岩松讲述了

事情的原委(

"#年前! 他买了 %#栋徽派古建

筑!包括厅堂+戏台+凉亭等!本想找块

地把老房子重新建好让爸妈住! 不料

爸妈在十多年内相继离开! 这些建筑

构件便一直躺在仓库里成为白蚁的食

粮" 成龙说! 第一栋古建筑买下时是

&### 元!所有的柱子都损毁!整栋房

子只有一根主梁是完好的" 这些房子

最早都在上海维修! 修好了再拆开运

到香港存放在仓库" 如今!%#栋房子

落放在香港! 还有几栋现在仍在上海

维修" %#年前!他想把这些老房子捐

给香港政府作展示用途! 但因为拨地

问题一直没有结果"两年前!跟一个新

加坡朋友谈起这件事! 很快就在新加

坡科技设计大学找到了一块地! 而且

大学的学者们做出了周详的设计"

成龙说! 早些年想把这些古建筑

捐给国内某些城市!但,往往快要落实

的时候才发现! 人家是为地产项目来

把我勾进去!在这边一个成龙园!旁边

就有别墅区) *父母过世后!他最早想

让古建筑安放在香港! 把古建筑修建

恢复后成立一个博物馆! 但出于舆论

压力的考虑!事情都没成)

成龙捐古建! 犹如镜子样的池塘

里丢进了一颗石子!激起涟漪层层)成

龙把一个普遍存在但乏人关心的大量

民间优秀艺术品托到了台面! 野蛮拆

除+推倒重来+灰飞烟灭都成为大家对

待时下古建的口边词汇! 正如冯骥才

所说(拆掉旧城!灰飞烟灭的不仅是青

砖灰瓦+古巷勾栏!更是强行抹掉人类

生存的记忆-.

成龙说!剩下的老屋都留在国内!

目前正在商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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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自从4月关于成龙将收藏的徽派古建筑捐赠新
加坡的消息传出，各界对此众说纷纭，批评者有之，
骂人者有之，唏嘘声更是浪头迭起。成龙一向以爱国
形象示人，如今的行为也更让人震惊，受到了更多谴
责。作为旁观者和古建筑艺术的爱好者，冷眼观察了
两个月，在事件渐渐平息之时，想说说我的看法。

成龙,
你的选择
没错

古建筑走出国门不
代表失去，而是为了保护

! 贝月瑞 !文化学者"

" 事件回放

一“失”
激起千层浪

徽派建筑美在何处" 知识卡片

#

按
传
统
工
艺
修
复
的
老
建
筑
#

焕
发
出
第
二

次
青
春

#

每
一
处
牌
坊
的
背
后
都
是
一
段
曲
折
甚
至

离
奇
的
故
事
#

这
故
事
或
大
喜
或
大
悲
#

但
如
今

都
凝
固
成
了
徽
州
地
区
这
种
常
见
的
石
头
门

# 高耸的马头墙$精美的砖雕%蓝天下的徽派建筑

魅力十足

# 斑驳的墙面诉说着沧桑的历史%透露出的更是阅尽繁华后的淡定

! 陈守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