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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1_B1_E4_B8_80_E6_c57_615035.htm 记者日前从市文物管

理部门了解到， 我市现有全国、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41个

，其中单体文物达到500个左右,即将公布的第四批文物保护单

位约100个左右，其中古建筑占文物总数的95%以上。目前，

极少维护、保养，当中或闲置、或已经成为危房的古建筑约

占到30%左右，如果不及时维修，随时都有倒塌危险的古建

筑约有10%。 著名古建筑正在衰败 在禅城区燎原路附近有一

条弼头街。花王庙就在这条街上。但现在的花王庙大门紧闭

，显得冷冷落落，上面精美的房檐木雕中段有些变形，而且

显出一小段被虫蚀的新痕。隔壁小学校的老师和校长说，他

来到这所小学有几年时间了，一直没见该庙开放过。 花王庙

仅仅是佛山市众多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花王庙建于清乾隆五

十七年（1792），又称妈庙。花王庙供奉花王女神，庙内陈

设已毁。 禅城福贤路的东华里是佛山保存最完好的典型清代

街道，是研究佛山地方史、建筑史以及居住习俗等问题不可

多得的实物资料，但这却是目前市文物管理部门最担心的古

建筑群之一。东华里过去常见的高大木门和趟栊大部分已经

更换成了铁门或者防盗门。小巷里到处可见电线横七竖八，

其中不少门外钉着“公管房产”的小红牌。东华里4号则已经

完全破败，残损的大门被几块破木板钉着，从上面的缺口可

以看到里面倒塌的楼面长满了荒草。门外的门楼左右两边分

别用10根和2根木头硬顶着。在斜对面住了20年的何大姐说，

东华里4号10年前还拍过《南拳王》的电影，当时还非常完好



。但由于没人住，大概被蚂蚁“咬”倒了。 号称国宝级的三

水乐平镇大旗头村古建筑群由于后人不太愿意在里面居住，

其实也已经绝大多数闲置了多年，目前只有2户人家住在保护

范围内。 纪岗街石路巷古民居是佛山最早的民居，华南理工

大学陆元鼎教授称这样外表完整的院落式民居古建筑群体，

在广州已经找不到，在佛山过去也未见过。但遗憾的是四周

新起的高楼吞噬了它的奢华，而且民居群中有的建筑改建较

大，显得极不协调。 只有14处古建筑保护较好 古建筑丰富的

历史文化遗产是佛山成为明清时中国四大名镇的历史见证，

也是1991年被广东省列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依据。佛

山的古建筑有几处都带着“最”字，是认识佛山不可不记住

的。东华里是佛山保存最完好的典型清代街道；大旗头村是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塔坡庙与佛山得名有直接渊源；纪

岗街石路巷古民居是佛山最早的民居建筑群。这些古建筑都

体现了佛山古建筑与粗犷的北方古建筑和秀气的江南古建筑

不同的特点：平面开敞、空间通透、外形轻巧，“三雕”和

“三塑”装饰精致，是广东古建筑的代表作。 文物之所以是

世上瑰宝，就在于它的不可再生性，一经损毁便无可挽回

。10多年以前，佛山具有浓郁岭南特色和艺术风格的水上关

帝庙、郡马祠等接连被拆，改建为高层大厦，引起世人关注

。此后，佛山开始在旧城区改造中把保护文物古建筑纳入城

市总体规划之中。今年1月，佛山更是划定了一个总面积

达220万平方米，含有国家、省级、市级共37个文物保护单位

的佛山老城历史文化核心保护区。 据介绍，目前其现状大约

可分成四个层次。第一是作为博物馆或旅游景点被保护和利

用，管理比较好的古建筑，整个佛山只有14个。分别是禅城



的祖庙、南风古灶、林家厅、梁园、太上庙、兆祥黄公祠，

南海的康有为故居、西樵山古迹、绮亭陈公祠，顺德的清晖

园、碧江金楼，高明的龙窑、灵龟塔和三水的胥江祖庙。第

二是村委会或村民集资修缮过，修缮后被作为公共场所使用

的。主要是一些村里的祠堂，如禅城澜石的霍氏家祠，村民

集资了300多万进行修复，修复后作为村里的老人活动中心，

还准备开设村史博物馆。目前，大多数家祠都是采取这种模

式进行修复，修复后一般就改变了原来作为祠堂的功能，变

成村里的公共活动场所了。这种情况也是比较满意的。第三

是没有太大隐患的集体或私人房产，如现在由陈铁军侄女居

住的陈铁军故居，祖庙后面的嫁娶屋，教育局集体所有的铁

军小学、国公庙等。这一部分由于没有隐患，也是不用太担

心的。第四是业主极少投资修缮，或闲置，或成了危房，或

出租情况较乱的。如禅城的东华里既有闲置房，又有危房，

还有很多是公管房产，出租情况复杂。三水的大旗头村古建

筑群和张槎的谭仙观等则闲置情况比较严重。古建筑最好的

保护方式是第一种，其次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最糟糕的是第

四种。目前佛山市的古建筑保护状况属于第一种的不多，属

于其他三种的分别占三成左右。 人才资金最成问题 古建筑保

护最大的困难一是人才，二是资金。古建筑一般在50年至100

年间便要进行大修，平时也要保证经常性的维护和保养，这

都有赖于人才和资金的保证。 据了解，市文化局文物科只

有2名工作人员，顺德区和三水区文化局文物科分别只有3名

工作人员，南海和高明没有文物科。全市各文博单位拥有的

文博专业高级和中级人才也低于全省水平，而广东省又低于

全国水平。古建筑的修缮需要专业人才，但目前整个佛山没



有一个专业出身的古建筑研究人才，依靠的都是经过专业培

训后半路出家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博物馆工作人员。 从资金来

看，佛山按照《文物保护法》，对不同类型的文物采取不同

的资金筹集方式进行投入，取得了不少成绩。如对一些大项

目由财政投入巨资进行修缮，其中祖庙已经预算投入1000万

元，大旗头村已经投入100万元启动资金，梁园已经投入3000

多万元完成了一期修缮工程等。对一些民间业主的古建筑则

通过民间集资的办法投入，如霍氏家祠投入300万元都是村民

集资的。顺德区按照财政补助25%的办法鼓励民间投入古建

筑的修缮工作，每年达到100万元左右。但这些投入并不一定

落实到了那些濒临倒塌的古建筑身上。 邓科长告诉记者，全

市所有的古建筑每年都要修缮的话，可能要以亿元来计算。

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其实分解到单体古建筑上，就很小了

。对于单体古建筑来说，修缮花费并不需要很多，关键是每

年都需要有一笔费用对其进行日常维护和保养。因为古建筑

修缮的原则是能小修的就不大修，能维护好的就不动大手术

，只有通过不断维护来延长其“寿命”，大修其实是不得已

而为之。 邓科长坦言，现在最难办的是那些业主弃而不用面

临倒塌，又没有其他资金来源进行修缮的古建筑，如东华里4

号。市文化局准备于近期开展古建筑分类调查工作，摸清楚

全市的古建筑保护单位特别是濒危古建筑的现状、使用情况

、能支撑多长时间、要修缮的部位和资金等情况，为市政府

决策提供依据。 目前，佛山市已经投入资金对大旗头村进行

规划、测绘、修缮等，同时，已经有一家旅游开发公司准备

对其进行旅游景点开发。今年7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

一行２７人正式进驻，启动了该村文物测绘与修缮勘察设计



工程，大旗头村的保护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尽管这样，佛

山的古建筑保护还是任重道远。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