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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岂容频遭恶搞

□侯文学

近日，恶搞 《黄河大合
唱》 的视频出现在各大视频网
站和社交平台上，这些搞笑视
频版本涉及范围之广令人震
惊，有精神病院版、笑疯小学
生版、大学生宿舍版、公司年
会版、参赛选手版⋯⋯视频里
夸张的表演、被篡改的歌词引
得台下观众捧腹。但是，在更
多网友看来，这些恶搞不仅不
好笑，而且亵渎了历史、伤害
了民族情感。（1 月 30 日 《法
制日报》）

作为一部红色经典，《黄
河大合唱》 早已成为几代人的
集体记忆。“保卫黄河！保卫
华北！保卫全中国！”不朽的
旋律和歌词背后，是抗日战争
这场全民族的血泪记忆和悲壮
史诗，那充满气势的呐喊撼人
心魄，对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
历史保持肃穆与敬畏，已经成
为中国人情感的一部分。因
此，当恶搞的视频出现后，当

“黄河在咆哮”变成“年终奖
在咆哮”，由此引发的绝不仅
仅是大众对某一事件的恼火和
不满，而是共同的神圣历史记
忆受到侵犯所必然触发的极大
愤慨。

近年来，除了 《黄河大合
唱》，还有不少红色经典被恶
搞，如 《十送红军》 作为一首
以红军长征为背景的歌曲，在
一家网站上，却出现了“妹纸
搞笑版”的视频，且被改编成
了双人弹吉他版本、宿舍 6 人
敲打乐器版本和网红秀版本。

《长征组歌》《闪闪的红星》
《铁道游击队》《白毛女》 等红
色经典也曾遭遇恶搞，甚至连
国歌都被改编成“股歌”。更
可气的是，对于这类诋毁红色
经典的做法，一些人竟认为是
艺术再造，个别“专家”甚至
对此大为赞赏。此类黑白不分
的价值观对恶搞红色歌曲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
时，不少英烈楷模形象也遭到
无端的质疑、歪曲和恶搞，如
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
士、雷锋等等被恶搞，此种乱
象让人愤怒。

身处网络时代，文化日渐
多元化，文化解构本身无可厚
非，但这种无底限的“恶搞再
创作”，已经超出了人们能接
受的道德范围。恶搞红色经典
的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公知
外，大多是年轻人。平心而
论，他们这样做，绝大多数人
是因为对历史缺乏了解，对中
华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缺乏深
刻认知，因此对中华民族伟大
斗争的理解与尊重不够，对英
雄缺乏敬畏之心，把恶搞、丑
化当作所谓的“嘻哈文化”，
把反叛、质疑误以为时尚流
行。然而，这种对红色经典和
英烈的随意编排、歪曲，已经
突破了社会评判底线，这不仅
是对英烈的侮辱，对历史的亵
渎，更是对民族情感的伤害。

对恶搞红色经典、抹黑英
烈人物的现象，有关部门必须
加以遏制，需要综合施策，从
多方面入手加以规范和整治。
加大对网络平台进行监督，对
恶搞视频和信息及时清理，防
止其传播和扩散，对于恶搞红
色经典和抹黑英烈的行为要严
惩不贷，涉及违法犯罪的应追
究其法律责任。对先辈英烈的
大无畏献身精神，对他们用鲜
血和生命凝成的红色经典，每
个社会成员包括年轻一代都应
保持尊重与敬意。恶搞红色经
典、抹黑英烈，无疑是在逆潮
流而动，必须受到社会舆论的
强烈谴责与鞭挞。

历经 300 年沧桑风雨，避暑山庄即
将全面迎来新生。

是谁在朝露中清理那些历史尘埃？
是谁在风雪里修缮那些朽木窗棂？是谁
在追寻古代能工巧匠的脚步？是谁在寒
夜里与古圣先贤对话交流？是谁用最新
科技去试验修复？是谁走遍神州寻找那
遗失的古老技艺？

文 化 是 一 个 国 家、一 个 民 族 的 灵
魂。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无病呻吟，更不
是做簪花涂粉的续貂，而是还历史以本
源，留遗存之实态。这项工作，是否科学
严谨、真诚细致，关乎文化心态、文化自
信、文化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耗时八
年的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
保护工程，堪称我省乃至我国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里程碑。

“这项工程得到中宣部、财政部、国
家文物局等单位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
支持，起点高，组织得力，筹备精细，堪称
典范。”承德市副市长苏铁成说，为了确
保工程顺利实施，该市专门成立了承德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领导小组、工程指挥部、工程专家组，出
台了《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
产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明确了保护工程
范围、内容、组织管理机构、经费使用要
求、工程管理程序与要求、工程档案资料
规范与要求等具体规定。

10个文物保护单位、6大类型、105个
项目⋯⋯曾全程见证这项保护工程始末

的省古建所所长张建勋告诉记者，保护工
程论证之严谨、项目之清晰、方案之科学，
均令人惊叹。其中国家文物局更是发挥
了重要作用，汇聚了国内最顶尖的文物保
护专家和科研院所，如清华大学、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
所以及来自北京、浙江等省市古代建筑设
计领域的国内一流文物保护工程设计单
位和相关安消防专业资质机构编制各项
工程方案，并在具体施工中针对工程重要
环节和相关技术难题不定期组织召开工
程调度会、技术洽商会，确保各项工程高
标准、高质量实施。

文物、住建、水务、财政、监察、审
计⋯⋯类似这样的多部门大规模协同作
战，无疑给今后重大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
经验。省文物局办公室主任孙晶昌说，为
了保证各个项目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要求
进行，在施工中更是充分发挥专业监理工
程师、甲方代表、退休老工匠的质量监督作
用，实行全程现场旁站监管，在施工材料、
传统工具、机械设备、技术人员、工艺流程
和验收程序等环节全方位进行质量控制。

“课题意识、开放思维非常重要。”
刘智敏说，越是重大的整体保护工程，
越应该多进行跨学科、跨部门、跨行
业、跨领域的综合研究，才能对今后的
文化遗产保护带来新认知、新提升。比
如环境和历史的关系，可开展避暑山庄
的山情水系和它的历史古迹的考古研
究；比如建筑和宗教的关系，可结合周

围寺庙的特点，发掘其历史事件产生的
历史影响⋯⋯“唯有认知和理念提升
了，才能让技术产生真正的效果”。

实地探访后，记者更是感同身受。
这种精耕细作源自文物保护理念的提
升。郭峰等人原本只是承德文物系统的
普通职工，大仗好练兵，他们一边跟着老
师傅学习，一边听专家讲课培训，“这些
年，光笔记我就记了 8 本。咱们这拨队
伍，没有一个离开的，真是用尽全部心血
扑在这项文物修复工程上”。

“这项工程实施了八年，无论从业务技
能、队伍建设，还是管理组织水平，对于咱
们基层文物保护都意义深远。”夜色苍茫
中，陈东动情地说。

一项旷日持久的修复工程，一场能工
巧匠的古今对话，一次历史文化的精神洗
礼。的确，围绕这项工程，有太多的经验可
供总结和借鉴。

回望焕发新颜的避暑山庄及周围寺
庙，它们在历史长河之中巍然屹立，昭示
着皇家园林的气度与非凡，然而历经三
百年的风雨，它们也曾身处漩涡，兴废更
迭、命运无常。

新时代彰显新气象。文物保护是“留
根”，更是“护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如今，这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遗
产，已然行走在一条延伸向未来的文化遗
产保护之路上。虽任重道远，但山有仁，水
有智，人有情，山庄文脉必将永世绵延。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陈东提供）

山 庄 圆 梦
——写在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竣工之际

□记者 龚正龙 田恬

一座山庄，半部清史。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塞外精心营造的皇家园林，三百年来，承德避暑山庄

几度兴废。2010 年 8 月，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投资额最大的单项文物保护工
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正式启动实施。该工程由中央财政投入6
亿元专项资金，是中国继西藏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保护工程、长城保护工程之后的又一重
大文物保护工程。

2018年，这项工程在实施8年之后，将迎来全面竣工。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从山川到湖泊，从建筑到风俗，8

年里，这项浩大艰巨的综合性工程凝结了国内最顶尖文物专家和文物古建修复团队的心
血与汗水。而这对于我省乃至全国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来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月亮升起来了，眼前的山壁显得更加巍然怆
然。”多年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
影》中写下这句话，并用诗意的文笔说：这山岭便
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
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

巍然、怆然、疲惫——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
个王朝，这样的字眼已足够克制。然而，对于一座
集艺术大成的皇家园林而言，“王朝底色”才是它
最精髓的意蕴，也是一切感受的底色调。激动、悲
哀、痛苦、惊叹，皆源于此。

记者抵达避暑山庄，是在一个寒冷而清爽的
早晨。手指在寒风中冻得冰冷僵硬，但心头却有
一团火焰。占地 564 万平方米的避暑山庄，在清
代历史与政治上的地位，已无须赘述。单就园林
艺术而言，恰如 1994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所给予的评价那样：“避暑山
庄是中国清朝的园林式皇宫⋯⋯标志着中国古代
造园与建筑艺术的巨大成就，是世界了解中国文
化的实物资料。”

然而，就是这样浓缩中国历史文化多方面成
就的实物，在清末到民国时期因为自然和人为的
因素，变得破败不堪、面目全非。在此次大修之
前，尽管避暑山庄已经历过四次保护修缮，损毁之
势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由于保护资金有限，并且受
到修复技术力量和保护理念的制约，抢救工作只
是做到了“救命”，远远未达到“治本”。

2010年，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
保护工程正式启动，避暑山庄成为此次工程的重中
之重。“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修，从空气、土壤、
水质、建筑、安保等各个方面进行，力争让这座山庄
的古典园林意境得到有效恢复和保护。”河北省文
物局总工程师刘智敏介绍说，整个保护工作主要从
文物本体修复、水环境治理和文物保护安全三大领
域推进。

丽正门、水心榭、烟雨楼、文津阁、金山、如意
洲⋯⋯在一处古柏森森的庭院内，记者见到了来
自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指挥部
的郭峰。作为一名 70 后，他几乎把近十年的青
春和心血奉献给了山庄。“山庄里很多老建筑都
出现了木梁架下沉，进而导致殿内壁画上部破
损，梁上彩画大面积脱落，对这些情况必须进行
抢救性修复。”郭峰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澹泊
敬诚殿和磬锤峰景区安远庙的修复。

“澹泊敬诚殿主要修的是木门、木窗、木柱，
特别是上漆，什么时候刷、刷几层、温度如何把
控⋯⋯这些都得采用老工艺、老技术，一点都不
能马虎。”郭峰回忆说，安远庙主要修复的是壁画，
负责该项目的是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副研
究员陈青。皇家用料都特别讲究，由于彩画等级
很高，用的又是天然矿物颜料，修复技术难度很
大。比如沥粉贴金做的那些金龙，沥粉时间久了
以后会变得十分脆弱，稍微一触碰就会脱落，所以
得采用一些特殊的工具，要一点一点把它回软，再
把粘接材料注射到它的颜料层的背面，然后再进
行回贴，“手法、气候、温度，差一丁点都不成”。

水，是避暑山庄灵气之所在。冷风扑面，冰雪
覆盖，沿着山庄岸边一路走去，但见湖边几位工人
正在修葺石头。“我当年也干过这活儿。”郭峰说，与
修复壁画相比，湖畔打桩和修葺驳岸可谓“粗活”，
但在避暑山庄，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修复壁画。

“别小瞧湖边这些草，你伸手摸摸，下边都是
宝贝。”记者伸手入湖，在冰冷的湖水中摸到几根木
桩。郭峰说，这些木桩保护着山庄湖边小路没有大
规模塌陷，以前木桩都采用上好柏木，夯得深，且摆
布有度。修复中，由于找不到柏木，只好用硬杂木
替代。而驳岸修复用的是承德本地石材，堆砌方法
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有很多规矩和讲究，都是按照
传统叠山造石的做法，叠之前请老师傅对这种假山
和驳岸所用石头的形状和规格进行精心筛选，保证
与清代风格更加接近。

天然的山脉和人工的墙融为一体，是大气磅
礴的避暑山庄迥异于别的皇家园林之处。作为等
级的象征、安全的屏障，避暑山庄以莽莽苍山为
界，又在其上修建了绵延近 10 公里的宫墙。然
而，这些宫墙历经300多年风雨，曾经一度令人
忧心忡忡。

“早年，避暑山庄的虎皮宫墙曾坍塌形成一个
U 形豁口，长约七八米，青砖和虎皮石散落四周。
调查后发现，由于年久失修，多处宫墙被严重破
坏，构件缺失随处可见，很多地方墙体破损不堪，
有几处甚至已濒临坍塌。”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
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工程组副组长
陈东说，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项目启动后，避暑山庄宫墙保护修缮工程名列其
中，严格按照“现状整修、最小干预”“不改变文物
原状”等原则，拆除严重空鼓的墙体，补砌坍塌的
墙体，铺砌马道墁地砖，补配缺失垛口和排水嘴，
疏通宫墙排水口等，“目前已恢复宫墙历史原貌，
基本再现了古朴自然的园林景观意境和神韵”。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之营
造，如众星拱月，其意义远非避暑休闲围
猎巡幸，而是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
意义巧妙地冶于一炉，在诗情画意、其乐
融融中消弭纷争，代之以一片幽静闲适
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

——这是古人贤者的大格局、大本
事、大手笔。

而历史的玄妙恰恰就在于，今时今
日，我们能否还有古圣先贤的大智慧？

无疑，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幸运
的。尤其“外八庙”，在此次大规模文物保
护修复工程中，充分保留和彰显了其全方
位的价值。这其中，不得不提到“外八庙”
中规模最大的寺庙——普陀宗乘之庙，也
就是当地居民俗称的“小布达拉宫”。

民族史上的重要事件土尔扈特部东
归，就发生在普陀宗乘之庙落成的那一
年。其首领渥巴锡，在乾隆三十六年

（1771 年）农历十月廿七，也就是普陀宗
乘之庙的落成大典上，在大红台中心大
殿——万法归一殿，见到了当时的最高
统治者乾隆皇帝。

“文物保护和修复，是一场今人与古
人穿越时空的对话。你不能自己臆测，而
是要走进历史，甚至那一刻的场景中，去
想象古人是怎么做的？为何要这样做？”1
月 30 日，在石家庄市区一处偏僻街巷的
小屋内，记者见到了普陀宗乘之庙保护修
缮工程项目负责人、省古建所第三研究室
副主任孙颖卓。从2013年6月到2016年
6月，他带领团队对这座驰名中外的庙宇
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大修。

“对于这座小布达拉宫，你要了解的
第一件事就是，乾隆为何要修建它？它
和那座远在西藏的布达拉宫有什么区
别？”孙颖卓说，乾隆仿布达拉宫，仿的主

要是建筑的代表性特征，比如轮廓、比例
和藏式建筑外墙特有的红白色调及梯形
盲窗等，而非具体建筑，“也就是‘不求形
同，更求神似’。”而这样的营建原则也被
推广到其余诸寺庙的营造中，如仿西藏
三摩耶庙的普宁寺、仿西藏扎什伦布寺
的须弥福寿之庙、仿西藏萨迦寺的普乐
寺、仿新疆固尔扎庙的安远庙等等。

普陀宗乘之庙，见证了汉藏建筑艺
术的交融。它以琉璃牌坊为界，分为南
北两组建筑群，分别呈现了汉式建筑的
中轴对称结构和藏式建筑典型的散点式
布局，其最巍峨的建筑就是大红台。沿
石阶缓步而上，在残阳之下，但见大红台
上的万法归一殿肃穆庄重、辉煌壮丽。
也唯有在此刻，亲眼目睹了那一排排错
落有致的铜鎏金鱼鳞瓦，记者才能体会
到孙颖卓所说的“占有和穷尽一切资料，
巨细无遗”是什么意思。

在修缮前，万法归一殿前屋顶的椽飞、
望板大部分已经糟朽，建筑屋面层支离破
碎，雨天时雨水沿着椽子向下滴，而这主要
是许多铜鎏金鱼鳞瓦的边缘开裂、松动变
形以及瓦下的苫背排水、防水功能失效的
缘故。在更换了新的椽飞、望板和修补苫
背后，孙颖卓等古建修复专家遇到了千古
难题——铜鎏金鱼鳞瓦的安装归位。

这种瓦珍贵异常，据记载，当年建庙
时，仅铜瓦鎏金一项，就用去黄金一万余
两。而且这种瓦不比汉式建筑筒板瓦屋
顶那种排排叠压结构，可以调节瓦与瓦之
间的空间，而是片片鱼鳞瓦之间都以相同
尺寸叠压铺装，稍有差池就无法整铺。尽
管没有可供参考的维修经验和资料，但经
过反复铺贴实验，孙颖卓等人愣是摸索出
一套安装归位鱼鳞瓦的完整方法。

然而，更艰巨的问题还在等待着他

们。古建筑维修需要使用原材料、老工
艺，但是并非所有的原材料、老工艺都能
满足当前的文物保护需求。在修缮普陀
宗乘之庙时，实心平顶白台就被渗水所
困扰。“承德温差大，雪水渗入建筑内部
后，建筑反复出现冻融、冻胀，造成墙体
酥碱、粉化、胀裂、鼓闪甚至坍塌。”孙颖
卓介绍，冻融、冻胀在普陀宗乘之庙古建
中普遍存在，而沿用古代建筑工艺，根本
无法解决渗水问题，怎么办？

思来想去，别无他法，只能试着采用
新工艺，尝试新材料。为此，孙颖卓专门
在白台划分出两块区域作为排潮试验对
比监测点，其中一块区域采用传统技艺，
另一块区域作新工艺新材料试验区。“检
测时间为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从
目前观测来看，新实验的防水层已成功
阻隔了雨水，墙体的排潮效果也很理
想。”孙颖卓说。

须弥福寿之庙、普乐寺、溥仁寺⋯⋯
如同普陀宗乘之庙的文物保护和修缮工
作一样，整个“外八庙”在过去的8年经历
了前所未有的大修，也是一次文脉的梳
理。“格局决定视野，如果单纯就艺术、就
建筑去保护，显然太狭隘了。”刘智敏说，
作为中国古代帝王宫苑与皇家寺庙完美
融合的典型范例，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
寺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是民族团结、中华大统一的主要标志和
政治场所，具有极高的历史、政治、艺
术、文化和社会价值以及丰富的历史文
化内涵，“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一个
是彰显，一个是留住。换言之，尽可能
地通过我们的努力发掘其价值，让这些
文化遗存、历史信息、前人智慧等得以
最完美、鲜活、原汁原味地呈现，这是我
们最大的心愿”。

修复工程 共创文保“里程碑”，文脉绵延

皇家寺庙 历史文化得以涵养，薪火传续

古典园林

大修之后神韵渐现，意蕴跃然

修缮后的避暑山庄景点——芳渚临流。
记者 龚正龙摄

修缮中的普乐寺

修缮后的普乐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