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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家族建造技艺
开创独特营造风格

胡少平的家乡汕头市潮南区
峡山街道陇美村是著名古建筑之
乡。民国初期，该村的建筑名匠
——胡少平的祖父胡松龄在继承
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具有陇美
特色的潮式古建筑营造技艺，涵
盖了规划、设计、施工等内容。据
介绍，胡少平 14 岁起便随父学艺，
由于从小耳濡目染，他对潮汕文
化特别是对潮汕古建筑文化非常
感兴趣。在天资和努力的共同作
用下，20 岁出头的胡少平便已经
在古建筑大小木作技艺上有了丰
富的经验和较高造诣，开始带着
一批学徒承接大小木作工程。

在 40 多年从艺生涯中，胡少
平 传 统 中 求 新 意 ， 修 缮 潮 汕 祠
堂、寺庙 100 多座，营造修缮永
兴里民艺馆、大峰风景区、耀明

书院等代表性古建筑 100 多座，
参与修缮过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多处，还走出国门营造悉尼
明月居士林、墨尔本妈祖庙、墨
尔本潮洲会馆等潮式古建项目，
在传统古建筑规划、设计、施工
方面积累丰富经验，形成独树一
帜的潮式古建筑营造风格。

精心打造金奖项目
传播潮汕古建艺术

2019 年，胡少平带领团队历
时两年精心打造的潮汕古建筑民
艺馆永兴里完工，永兴里是一座
建 筑 样 式 为 潮 汕 地 区 “ 驷 马 拖
车”格局的民居，坐落于练江侧
旁，占地面积约十六亩。建筑主
体是一座三进式大厅堂，4 座相
互对称的四点金分列两旁，分别
以春种、夏长、秋收和冬藏为特
色 ， 有 后 巷 、 后 包 厝 和 花 巷 相
通，整体结构较为完整，装饰金

碧而不庸俗、淡雅而有韵味。
“细微之处见功夫”，除了宏

观的建筑外形，胡少平建筑的每
个细节中都追求完美。在永兴里
民艺馆，多姿多彩的古建离不开
精湛的营造技艺，这里设计了近
300 扇屏风门，木雕及金漆画多
达 3000 幅，内容包括花鸟、虫鱼
和人物等吉祥图案，题材基本没
有 重 复 。 中 厅 的 木 雕 扇 门 ， 用

《三国演义》 中 20 多个故事串联
设计而成，每一扇门就是一个故
事。其技艺精湛，民间艺术异彩
纷呈，成为潮汕古建筑的典范作
品，荣获中国营建工程金奖，受
到国内业界高度评价。

未来，胡少平称将尽自己最
大努力为潮汕传统古建筑艺术建
立“精品艺术馆”，传承古建筑
传统技艺，成立潮汕工艺协会，
为传播潮汕古建筑艺术文化积极
发挥正能量，把潮汕古建筑艺术
推上新的台阶。

从艺四十多年，修缮营造古建筑一百多座

胡少平：致力把潮汕古建艺术推上新的台阶
文/唐培峰

“潮州厝，皇宫起”，在众多潮汕文
化瑰宝里，潮汕民居是展示潮汕地区深
厚文化底蕴的一张重要名片。广东省民
间文化技艺大师、汕头市非遗“潮式古
建筑营造技艺”第三代传人胡少平是胡
氏古建筑大木作技艺门派第三代家族传
承人。从艺40多年的他在传统古民居建
筑规划设计、大木、木雕实作有丰富的
工作经验，在传统古建筑修缮营造方面
颇有造诣。其近年设计营造的永兴里潮
汕古建筑民艺馆荣获中国营建工程金
奖，此外，他在今年被评为首批广东省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先进个人之一。

2019年，胡少平带领团队历时两年精心打造的潮汕古建筑
民艺馆永兴里完工。

广东省六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用科创力量守护文物古建历史文化价值
文/唐培峰

佛山祖庙全景

广东省六建工程总承包
有限公司 （前身为佛山市工
程承包总公司） 成立于 1988
年9月，为广东省六建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具
备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资质外，还具备
古建筑工程等多项专业承包
资质，以及国家文物局颁发
的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一级资
质等多项施工资质。多年
来，该公司积极参与古建筑
保护修缮、修建，研发的多
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物
建筑修缮专利技术及科技创
新成果，在工程中应用取得
良好效果，有效保证了工程
质量，保护文物古建筑的安
全与文化价值。其中，负责
施工的佛山祖庙修缮工程、
顺德乐从陈氏大宗祠修缮工
程均获得文物保护工程的最
高荣誉，分别被评为首届
（2013 年度） 全国十佳文物保
护工程、第三届全国优秀文
物维修工程，成为行业翘楚。

佛山祖庙修缮
为古建修复与保护提供良好示范

在佛山祖庙修缮工程中，广东省
六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采取了传统
工艺、传统材料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
施工方法，研发应用了多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成果，成功解决
了多项文物古建筑保护方面的技术难
题，从根本上消除了祖庙建筑群存在
的安全隐患和险情，同时又完整保存
了佛山祖庙建筑的独特风格和魅力，
使这座凝聚 900 多年历史文化底蕴的佛
山祖庙重放异彩。

本次修缮工程通过进行大量的现
场 调 查 、 实 验 室 研 究 和 保 护 修 复 实
验，研发应用了古建筑屋脊整体保护
修复技术、大面积古建筑变形墙体修
复 技 术 、 古 建 筑 木 结 构 原 位 修 复 技
术、岭南古建筑灰塑修复保护技术、
古建筑大型贴金木雕修复技术、浅层
定向静压注浆处理古建筑地基成套技

术、古建筑修缮精细化施工技术、传
统建筑旧材料再生利用技术等多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成果，成
功解决了佛山祖庙原貌保护多项技术
难题。

如今，佛山祖庙修缮工程中采用
的多项技术已在岭南地区的文物古建
筑保护工程中得到应用，对于提高我
国古代建筑的修复与保护技术水平具
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顺德沙滘陈氏大宗祠修缮
成为地方文物保护活化利用范例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滘村的陈
氏 大 宗 祠 ， 又 名 本 仁 堂 、 顺 德 陈 家
祠，始建于清代光绪乙未 （1895 年），
竣工于庚子年 （1900 年）。宗祠坐南向
北，为三进院落合院式布局，占地面
积 4000 平方米，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
单位。宗祠内的木雕、石雕、砖雕、
灰塑等装饰工艺精美，虽有残缺，但
一应俱存，集岭南广府民间工艺之大
全，是广东明清宗祠建筑中的精品。

陈氏大宗祠建成使用至今已超过
百年，由于年代久远，古建筑的地基
基础、主体结构和构造、装饰装修等
部位不同程度出现了损坏，严重影响
文物建筑的结构安全和正常使用。为
此，陈氏大宗祠于2008 年9 月开始启动

宗祠修缮工程，分三期实施，2015 年 8
月全面完成宗祠修缮工作。

在陈氏大宗祠修缮工程中，广东
省六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针对岭南
古代建筑保护技术和传统工艺的传承
问题，研发、应用了古建筑定向静压
注浆处理地基技术、古建筑变形墙体
保护修复技术、岭南古建筑灰塑修复
保护技术、古建筑木结构与木质文物
保护修复技术、古建筑修缮精细化施
工 技 术 、 废 弃 建 筑 材 料 再 生 利 用 技
术、古建筑旧青砖回弹测强曲线的建
立与应用等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科技创新成果，成功解决了陈氏大宗
祠修缮保护的多项技术难题，在消除
古建筑存在的隐患和险情的同时，完
整保存了陈氏大宗祠建筑及其装饰艺
术的独特风格和魅力。

陈氏大宗祠的修缮工程完成后，
顺德乐从博物馆选址陈氏大宗祠，成
为地方文物保护活化利用的范例。此
外，本修缮工程的多项技术已在岭南
地区的文物古建筑保护工程中得到应
用，均取得良好效果。

顺德乐从陈氏大宗祠全景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近日，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 《佛山市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资金管理办法 （第二次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意见稿）。意见稿共六章十七
条，分别为总则、补助范围和补助标准、保护
资金申请程序、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法律责
任和附则，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介绍，《佛山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
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保护条例》） 自
2016 年 3 月 21 日起施行，从管理体制、经费保
障、保护名录、预先保护、修缮利用、法律责
任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为明确佛山市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管理工作的资金使用管理要求，进
一步引导相关保护责任人按要求履责，提高其
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在 《保护条例》 的基础
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草拟了意见稿。

意见稿在 《保护条例》 对补助对象规定的
基础上，完善了名镇、名村 （传统村落）、古
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 （传统风貌建
筑） 保护利用的资金补助机制，明确了相关保
护对象的补助标准，系统解决保护对象所面临
的资金短缺、保护利用效果不理想等问题。

同时，意见稿明确了保护资金申请的主
体、申请时间、申请材料要求以及审核的主
体，规定了对保护资金的监督检查工作要求及
对保护资金管理的绩效考核。对违反相关规
定，如通过弄虚作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
保护资金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意见稿提出，市级保护资金对已签订保护
协议的非国有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一次性补助
1 万元，已享受过该补助项目的，不重复补
助。对已签订保护协议的非国有历史建筑保护
责任人在协议生效后，每年按要求开展保养维
护工程的，由区级人民政府给予保养维护补
助。

佛山拟出台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资金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