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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F_BC_9A_E5_c57_613274.htm 演武厅，又名“大

校场”，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由知县李大经始建。

原址位于崇明城桥镇东门路66号，是上海地区乃至整个华东

地区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两代习武练兵场所。 据明代万

历《新修崇明县志》记载：“大校场在东门外，计地一里许

，有建筑演武厅三间，后堂三间，茶厅三间，将台一座，辕

门一座。”康熙元年，总镇张大治又将厅增高三尺，题名“

奋扬堂”，并建东西官厅、后堂、书房和垒门、鼓亭等。嘉

庆四年（1799）、道光二十六年（1846）又作重修。 当年亲

睹过官兵教演骑射英武场面的人早已作古，但仍有不少人保

留着对演武厅的清晰记忆。“演武厅坐北朝南，砖木结构，

飞檐翘角，很漂亮的明清建筑。”自小在城桥镇长大的居民

告诉记者。 可惜的是，由于年久失修、旧城改造等原因，演

武厅于1999年被整体拆除，而当年的原址已经被用作商品房

建设。 【担忧】拆除原材极易老化 在崇明博物馆，记者见到

了这座上海乃至华东地区唯一的演武厅的“遗骸”。指着如

今堆放在一间旧仓房里的木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些演武厅的主要建筑构件存放在这里已经有几年了，

作为木材，它们本身较易老化，况且始终占据着博物馆的仓

房，也影响了博物馆的仓房使用。” 据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

绍，1999年拆除演武厅时，市文管委和崇明县人民政府达成

共识，演武厅拆除的木石等主体建筑构件，由崇明县博物馆

代为保管，将来择时易地修复重建演武厅。2002年、2004年



，崇明县政协曾经两次提交提案，希望能够早日重建演武厅

。提案随后被写入2004年崇明县政府工作报告，并列为当年

县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但几年过去了，重建的工作似乎

被无限期地搁浅了。”该工作人员说，“由于保管这些构件

、砖木难度较大，且多属文物，一旦毁坏就无法再修复，所

以重建演武厅已经刻不容缓。” 【争议】重建与否尚在论证 

“当时保留这些主要建筑构件，正是准备日后异地重建之用

。无论是从军事历史研究还是从明代建筑艺术风格而言，演

武厅的价值不可小看。”早在2003年就提出重建演武厅的政

协委员李青舫告诉记者，最近，县文化部门正花力气为“瀛

洲古调、牡丹亭”等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演武厅

的重建也在不断的论证中”。 据初步估算，异地重建的费用

少说也在千万元以上，而崇明目前的经济实力却还不是很强

，这成为演武厅“悬而未决”的主要原因。县文化馆一位不

肯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认为，崇明近年已开发兴建了许多旅

游项目，但多是自然景观，缺少更多的文化积淀，旅游业终

将成为生态崇明的支柱产业，而越有文化与历史价值的东西

也越有旅游价值，重建演武厅可以彰显崇明的文化底蕴。 李

青舫也认为：“目前上海没有一个专门的武术学校，建演武

厅，一方面用来展示古代军事和建筑的魅力，一方面可以成

立武术学校，面向全国招生。集旅游、表演、培养武术人才

于一身，不怕出不来效益。”但同时，也有人认为，上千万

元可以做很多事情，在目前崇明经济实力不是最强的情况下

，重建显得为时过早。 记者在“崇明县文广电视局2007年工

作思路”中看到，“加大文化投入，建设改造一批文化、广

电、体育设施⋯⋯演武厅异地重建”等均被列入今年的主要



任务。崇明县文广局陈志德局长告诉记者：“现在这一事件

仍在论证之中，我们希望能够设计出一个完善的规划。重建

后的演武厅，怎么整合资源，如何去管理，都需要一整套成

熟的方案。” ●专家说法 这不是重建，只是修复 “这不能算

是重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地面文物管理处处长谭玉

峰一见到记者，就纠正了记者的说法。他告诉记者，根据文

物保护法，一个建筑如果被全部毁掉，再重新建造一座，可

称为重建。但根据文物保护法，原则上不建议再重建全部被

毁掉的文物建筑。崇明演武厅属于崇明县文物保护单位，几

年前由于房地产开发被拆掉了，在拆除的时候，市文管委与

当地有关部门达成协议，将来要异地重修，所以当时在拆除

的时候已经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要求进行了测绘，保留了原建

筑的图纸和主要材料，现在应该称之为修复。由于种种原因

，当地部门没能及时修复，如果现在重修，也不过是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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