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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楼保墙”案新突破（下）（上接04版）

国家文物局要求补充城墙修缮加固措施
市民望民国建筑活化为展览馆

民国建筑修复后将作何用途？

招标书上并未明确，而育才中学、文保志愿

者、经常在明城墙附近活动的市民则纷纷表达

他们的心愿：

早在 2018年市政府决定保留民国建筑时，

育才中学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希望将来活化为红

色教育博物馆，“因为广州市的红色教育最初是

在这个地方起步，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这么困难

的情况下，投入这么多精力办教育，希望这段历

史能被记忆并展示给后世人，并补充广州基础

教育的发展历程，发挥它更大的教育意义”。

当年为抢救这栋险被拆除的老楼，文保志愿

者杨华辉第一个挖掘出其为育才中学旧址，他希

望：“这座建筑为育才中学在广州的首个校舍，也

是一个红色文化景点，应该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设立相关红色文化的展览，并成为育才

中学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由于它还曾经是民国

时期的越秀酒家，建议这里也应该成为一个广州

酒家、茶楼文化历史的微型博物馆。”

在民国建筑附近，不少游客、市民驻足欣赏

和夸赞，有的还掏出手机拍照。在他们看来，民

国建筑“很漂亮，很特别。没有其他地方会有在

城墙边的这样一栋近百年的楼。”“从小次次来

越秀山都能看到这栋楼，它是越秀山的一个标

志。”“如果拆了太可惜！要保留着它。”“它应该

被评为文物！”

当市民们听说民国建筑即将被修缮时都非

常高兴：“它能和城墙共存最好啦!”“哎呀太好

了，早就应该保护和修缮！”

修缮好后怎么利用？呼声最高的是用作展

览馆，展示与这栋房子有关的历史，同时还可以

展览越秀山、越秀区、乃至广州的历史。

有市民建议在这里展览育才中学的校史，

“让现在的孩子们了解在那个年代的艰苦环境

下，前辈们仍努力学习的历史，勉励他们”；举办

省、市的非遗展或做图书馆。

90后广州人小罗还建议：“在展览的同时，

可以举办一些作者、画家的见面会、签售会等活

动，融入一些吸引年轻人的元素和活动。这样

活化起来后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来打卡。”

王先生则希望可以将展览馆和咖啡馆结

合：“这里的风景很好，这附近也没有这类餐饮

店。”

还有市民认为：“可能要限流，不要搞到太

多人蜂拥在里面，安全第一。”

作为坚定不移的保楼保墙派，汤国华希冀：

“古城墙的墙基得到加固，民国建筑又成为

越秀公园的一个市民打卡点。如果政府和广大

市民所期望的目标能达到。广州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的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就会大大提高。”

根据今年 9月 1日市住建局官网发布，市房

屋安全管理所选取镇南路 2号民国建筑作为试

点，开展老旧房屋结构安全监测。监测结果显

示：该房屋基础整体较为稳定，但存在局部老化

破坏加剧的情况，市房安所依据监测结果对房屋

进行了及时加固处理。

11月25日，新快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与2012
年时相比，除了全部窗户被封起来，个别窗户换

成铝合金窗外，民国建筑并无太大变化。据市住

建局相关负责人说，此举是为防止雨水浸入损毁

房子。

准备参与本次招标投标的广州大学汤国华

教授表示：

“设计方案要达到国家文物局的要求需要继

续详细勘察，到底这栋民国建筑是不是骑在城墙

上？从外观看是骑在城墙上，实质上，我们当时

初步勘察发现，它不是把基础放在古城墙护坡的

砖墙上，它有几条巨大承重水泥柱是落在城墙中

间，对城墙外立面护坡没有影响。因为一般平地

建起的城墙前后两面是护坡砖墙，中间是夯土或

垒石等，近百年前，广州市民国政府已经在当时

已倒塌的古城墙墙基上建一些公共建筑，包括

‘越秀酒家’旧址所在的这栋民国建筑和现在的

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仲元楼’，算不算对古城墙

本体破坏，是个需要有共识的问题。”

越秀山的明清古城墙和一般城墙不一样，它

是在山上建起来的，单边是陡的，另一边靠山，是

山地，所以这次需要进一步勘察，到底护墙砖有

多厚，中间是什么，民国建筑原来的主要基础放

在哪里。”

曾经反对保留民国建筑的邓炳权表示：“不

反对维修利用民国建筑，但要保证城墙安全，并

统一由公园管理。去年国家文物局没有通过修

缮方案，看来差距很大，要改变思路，把保护城墙

放在首位。但设计任务书对功能要求很含糊，说

要与甲方及后续使用方沟通，就是有弹性的。难

度就在这里。”

对此，汤国华建议：

“应该明确民国建筑修好以后怎么用，这个

用途能不能达到国家文物局保护城墙的要求。

我们需要根据对古城墙最少干预的用途来做设

计，我们不能只按照现代建筑规范和标准设计，

因为这次是做早已依附在国保文物本体上的建

筑的活化利用设计，而不是单独一座民国建筑

物。因此修缮时对古城墙加固应该最小干预；对

民国建筑加固也要最小干预，只能减荷，不能再

加重荷载，修好后总荷载只能比现在更少；今后

使用的时候要控制人流，控制设备的添加。”

2021年 11月 17日，市房屋安全管理所委托广州市重点公

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作为代建单位，就明城墙和民国建筑修缮

保护的勘察设计公开招标。根据勘察设计任务书，对比 9年前

专家们对民国建筑“价值一般，不具有代表性”的认定，民国建

筑的“身价”有了巨大的“增值”：

“该房屋在历史、艺术、科学和社会等层面都具有丰富的价

值，是难以复制的建筑历史研究对象与群众集体记忆载体，其

修缮保存事项引发了社会舆论高度关注，此建筑的修复修缮对

建筑历史研究及群众文体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将该栋建

筑修复使用，也是对城墙的一种保护。”

根据招投标文件附件中市城市更新规划研究院的研究，除

前述广州第一届展览会美术陈列馆馆址、广州市在此创办新中

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学校“育才学校”的历史价值, 承载育才学校

老校友集体记忆的社会价值外，认为其见证了广州越秀山古城

墙的一段演变史。

此外，是广州市内罕有的山地公共建筑，建筑各层依山势

递级而上，其北部直接立于古城墙遗址墙基之上，使用近百年，

未见基 础有明显变化，可见在当时的建筑技术条件下是一件

大胆的作品,其建造思路和方法是研究民国建筑技术的宝贵实

例,具有科学价值；

南立面保留有砖拱大门，其上有 4块沿砖拱弧线排列的菱

形凸砖，室内保留原有大门、楼梯、天花饰线、女儿墙陶瓶等构

件、装饰，均具有一定艺术特色。

对比9年前，对民国建筑的价值评估，不仅其历史价值更丰

富，还增加了集体记忆这一社会价值。汤国华认为：”这一变化

说明广州全社会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和市民大众对文化遗产的

理解和保护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全面尊重历史，对文化遗产

不但应保尽保，而且能保尽保。”

2019年，市房屋安全管理所委托市城市更新规划研究院编

制了民国建筑保护利用方案。

2020年7月31日，《广东省文物局关于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镇海楼与广州明城墙保护范围内镇南路2号民国建筑修缮工程

设计方案的请示》（粤文物审〔2020〕116号）认为，经过初审，镇南路

2号民国建筑修缮工程设计方案总体可行，请国家文物局审批。

但是，2020年 9月 10日，国家文物局给广东省文物局回复

的《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镇海楼与广州明城墙保护范围内镇

南路2号民国建筑修缮项目意见的函》（办保函[2020]809号）表

示，暂不同意在镇海楼与广州明城墙保护范围内进行镇南路 2
号民国建筑修缮项目。并对修缮方案提出四点修改意见。这

些意见集中在明城墙及民国建筑两方面。

在明城墙方面，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广州明城墙的勘察评

估，适当扩大评估范围。补充核实原有建筑地基式样及其与城墙、

山体的交接关系；完善地质勘察；结合该区段城墙保存现状和现存

的其他负面影响因素，进一步核算该建筑改造活动对其结构稳定

性的影响；核实拟建项目排水设计，避免对城墙造成不利影响。同

时，意见要求补充与该项目相关的城墙本体修缮加固措施。

在民国建筑方面，意见要求调整完善设计方案。补充建筑

立面历史研究和修复依据，并评估其立面较大幅度改动、粉刷

对周边景观环境的影响；审慎论证内部拆除改为筏形基础和钢

筋混凝土结构的必要性；结合后期功能定位提前考虑内部装修

和相关管线设置。补充完善立面、剖面及重要节点的现状图。

国家文物局指示根据上述意见对所报方案做进一步修改

和完善后，按程序另行报批。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文物局的意见表明，不仅

要修民国建筑，而且要把建筑周边的城墙一并修复，勘察清楚

房子和城墙的交接关系、城墙的状况，确保城墙安全，修缮加固

城墙。所以整个项目调整了，要重新设计。

明城墙修复“弃楼保墙”之争以保楼保墙作结，但好事多磨，民国建筑修缮方案未获国家文物局批准，要求保证城墙安全，补充
城墙修缮加固措施。保墙也保楼有什么技术难度？活化后作何用途？“弃楼保墙”之争在广州城市保护的进程中有何意义？

2020年：国家文物局暂不同意
民国建筑修缮方案

招标书称民国建筑有丰富价值
专家指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有提高

2021年：

城墙与民国建筑共保难点
专家指应明确民国建筑用途

育才中学望作红色教育博物馆
市民最希望做展览馆展示房子历史

■民国建筑北部直接立于古城墙遗址墙基之上。

用途：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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