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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文物家底 守护历史记忆
天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以下简称“四普”）实地调查今年5

月启动，和平区的相关工作也进入

了第二阶段实地勘查部分，由文史、

建筑、勘查、测绘各路专家组成了这

次普查团队。回望世事变迁中的一

座座老建筑，它们承载着厚重的历

史，诉说着各自不同的光阴故事。

“四普”外业调查一线，有着一道
格外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就是高校志
愿者团队。王奕旭，天津城建大学建
筑学院大二学生。从暑假开始，他就
跟着学校的志愿者团队，参与到了这
次文物普查工作中。

这次和平区的“四普”工作，除了
五百余处老文物点的核查，对新线索
的发现整理也是重要内容。耀华中学
中的第一至第四校舍是这次普查的新
线索之一，今天志愿者们的工作也是
围绕这个点位进行勘验录入。

作为最早参与天津市“四普”外业
调查的志愿者团队，天津城建大学投
入了大量人员和设备，鼓励广大师生
参与“四普”，为基层普查队伍提供人
力、智力和设备支持。长期以来，天津
城建大学承接了大量文物建筑普查测
绘和保护修缮工作，红研院更是为进
一步推动文物保护领域的研究，深入
挖掘和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和红色
文化资源而建立的。通过这次志愿活
动，让学生们在学中练，在练中学，增
长专业技能的同时，加深对文保工作
的理解和认识。天津城建大学“四普”
志愿者团队负责人兰巍介绍：“文化遗
产保护本身是个全社会的事，从我们
高校角度来说，我们参与这个‘四普’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这就是一
个把文化资源转化成教育资源的契
机，把它变成一个丰富的大思政课堂，
也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不光有志愿者助力，全社会也应
该一起关注、参与“四普”工作，普及文
物知识、增强文物保护意识。从五月
份“四普”实际勘查工作启动以来，和
平区文物普查队就以边普查边宣传的
方式，走近老百姓身边。

一早，和平区“四普”队员们就来
到了劝业场街道林泉社区，开始了今
天的宣讲。印制文物普查宣传材料、
介绍文物普查工作、文物法律法规、文
物保护利用常识，通过深入浅出的语
言，结合宣传材料，打造文物保护人人
有责，文物普查人人参与的社会氛围。

图片由《津云调查》节目组提供

闷热的三伏天，一场大雨过后，
炽热的阳光格外耀眼。午后两点
多，和平区文物管理所的文保干部
们又背起设备出门了。

当天普查的点位是天津数字艺
术博物馆，这里曾经是法国公议局
的旧址。这座近代中国境内规模最
大、气势最恢宏的法租界行政机构
建筑，是现存天津原各租界行政机
构建筑中保存最完好、艺术水准最
高的建筑。

法国公议局的旧址始建于1931
年，由建筑师雷欧·门德尔松设计。
主楼、配楼，均为混合结构，设有半
地下室。主楼又分为中间部分和左
右两翼，正立面呈对称形。法国公
议局旧址造型稳重壮观，保存完好，
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也是这次普查工作的重点。

和平区的这次文物普查工作，
按照统一部署，从5月份开始进入了

第二阶段实地勘查部分。由文史、
建筑、勘查、测绘各路专家组成了这
次普查团队。

和平区面积 9.98 平方公里，全
区各级不可移动文物502处，约占全
市文物的四分之一。历史文化资源
丰富，文物、博物馆数量多、价值高、
布局相对集中，这也成了这次工作的
难点。针对文物集中、密度大的特
点，文物管理所多次召集专家研究制
定方案。根据先大后小，先易后难的
总体思路制定普查计划。

在现场，工作人员兵分两路，一
路负责对建筑本体进行拍照，包括
建筑四个方位全景图、内部细节图
和航拍顶视图；另一路则用测绘仪
器对建筑进行打点绘制、测量本体
边界和三维激光扫描等工作。

文物是历史的载体，是有时代
性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
共完成了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间隔

都在25年左右，2007年的“三普”距
今也已经17年了。这次普查对于和
平区来说，大部分文物都属于复查，
能否发现这些年文物的变化，形成
新的成果，就成了实地勘查的重点。

李松鸣，和平区文物管理所馆
员，也是这次“四普”团队中的一
员。10 年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
物馆学专业毕业的李松鸣，进入了
和平区文物管理所，成为了一名文
保人。自打进入“四普”团队，李松
鸣就一直参与其中，甚至住进了办
公室，从每一个点位，到每一栋建
筑，每天都会跟队友们扛起仪器走
街串巷。

“四普”不仅记录文化遗产信息，
更是对文化传承脉络的梳理与保
护。只有充分、全面地掌握文物现状
信息，才能为后续的文物保护工作提
供参考，才能通过有效利用让文物活
起来。

雨后的泰安道，湿漉漉的街道
与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构成了盛
夏的气息，安里甘艺术中心打开大
门，通过预约制向公众开放。

安里甘艺术中心也称安里甘
教堂，始建于 1893 年，是一座典型
的哥特式建筑。高耸的钟楼、挺
拔的立柱、细长的门窗和圆润简
洁的弯顶，都展现出了其独特的
魅力。走进教堂，仿佛置身于一
个充满历史与文化的艺术殿堂。
如今，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
是艺术的瑰宝。

在这次“四普”工作中，安里甘
艺术中心也是重点普查单位。为
了更好地了解建筑本体的第一手
资料，和平普查队邀请了张威老师
作为专家，现场指导普查的开展。
张威，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从 1995 年开始，从事建筑历史与
理论教学、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2009 年，张威接手保护修复
安里甘教堂外观。2016 年，安里
甘艺术中心空间主理人郝博雅，邀
请 张 威 对 教 堂 继 续 进 行 内 部 修
缮。安里甘艺术中心的内部修缮，
郝 博 雅 和 张 威 用 了 整 整 6 年 时
间。2022 年这座教堂与公众正式
见面。

和平区文物管理所馆员李松
鸣告诉记者：“我们也考虑普查工
作是一项非常具有专业性的工作，
在积极动员各产权单位、使用单位
的同时，我们也结合此前就有的文
物工作的专家库，跟咱们文物领域
的，包括建筑结构规划历史等各领
域的专家们，提前通过召开多轮专
家研讨会，以及具体的普查外业阶
段，也适时地请一些专家随同我们
到一些文物建筑进行实地调查走
访，提供给我们更加充实、详实、准
确的一些新资料。”

一百多年来，这座教堂历经水
患、火灾、地震，上世纪 60 年代还
曾被当作工厂使用，“四普”队员们
和专家、企业一起整体梳理历史脉
络，还原建筑本来模样。安里甘艺
术中心主理人郝博雅说：“一个历
史建筑、一个街景，或者一个城市
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定机理，我
觉得能尽量保留的，我们应该坚
守。我觉得在整个文物普查工作
里面，你可以发掘到很多历史信
息、历史故事人物、人物与建筑之
间的关系，把这些事情梳理清楚，
然后更多地、更好地传播出去。”

在 保 护 中 发 展 ，在 发 展 中 保
护。回望那些在时间长河中，默默
见证世事变迁的一座座老建筑，就
像是用时光打磨出的瑰宝，闪耀在
我们的城市中。如今，它们作为文
物，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用各自的
故事诉说着光阴，也惊艳着我们。

每天扛起仪器走街串巷

还原经典建筑本来模样

高校师生
参与文物普查

天津城建大学志愿者在查勘现场天津城建大学志愿者在查勘现场 安里甘艺术中心查勘现场安里甘艺术中心查勘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