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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届SGRA论坛

共议木结构古建筑的修复与保护

■ 论坛主旨
　　东亚各国都属于不同于西洋文化遗产形态的木结构建筑文化体系。第 70 届

SGRA 论坛，通过特别邀请日本资深古建筑修复技术专家从金峯山寺二王门古

建筑保护维修现场直播讲解日本古建筑修理方法，加之中韩欧三地专家与一般民

众代表进行评论，以及参会者直接提问答疑的方式，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专家与一

般民众一起探讨木结构建筑修复与保护方法的对话平台。

　　希望可以通过本次的讨论，一来为大家提供一个了解东亚各国木结构古建筑

的修复方法与保护现状的机会，同时也希望能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专家与一般民

众之间对古建筑修复与保护工作的相互理解。

　　衷心感谢为举办本次论坛提供大力支持的金峯山寺与奈良县文化财保存事务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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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口 全 球 研 究 会（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SGRA）以推动实现良好的地球市民为目

标于 2000 年成立，因渥美国际交流财团所在地东京都文

京区“关口”而得名。SGRA 以在日本各大学的研究生

院从事研究活动的渥美奖学生的外国学者以及日本的研究

者为中心，为应对各种现代课题而进行研究及献策，并通

过论坛以及报告书等形式公诸于社会。SGRA 以开展领

域广阔的、国际化的、跨学科的研究活动为愿景，推动多

国籍的研究人员广集智慧与人脉，从多方面的数据入手，

展开分析和考察。

（www.aisf.or.jp/sgra/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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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届SGRA论坛

 日　期 2023年2月18日（周六）12 ：00～15 ：00（中国时间）

 方　法 线上

 共同主办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

   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C）J190107009「日本と中国における大工道

具の比較による東アジア木造建築技術史の基盤構築」（从比较中日木工工具的视角构

筑东亚木结构建筑技术史，研究代表 ：李 晖）

 	 引言	 5

  总主持人 ：李 晖（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准研究员／ SGRA）

 	 开幕致辞	 7

  五條良知（金峯山修验本宗 总本山金峯山寺 管长）

	 【话题提供】	 实况直播　国宝	金峯山寺二王门修复现场	 9

  竹口泰生（日本奈良县文化财保存事务所金峯山寺出张所 主任）

	 【讨论1】	 ［韩国专家评论］韩国文物修复与构件保护	 26

  姜 璿慧（韩国传统建筑修理技术振兴财团 企划行政团队负责人）

	 【讨论2】	 ［中国专家评论］日本奈良金峯山寺二王门古建筑保护维修讨论	 32

  永 昕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研究馆员）

	 【讨论3】	 ［欧洲专家评论］日本木结构古建筑保护的特征：从与欧洲的比较谈起	 37

  亚历山德罗・马丁内斯（Alejandro Martínez）（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助教）

论坛内容		

共议木结构古建筑的
修复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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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4】	 ［一般市民评论］市民对于文化遗产修复与保护的期待	 43

  盐原 维罗尼・弗里德里克（Vroni F. Shiohara）

  （BMW GROUP Japan ／ SGRA）

	 	 提问答疑	 46

	 	 主持人 ：金 玟淑（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 民间等共同研究员／ SGRA）

  回答者 ：竹口泰生（日本奈良县文化财保存事务所金峯山寺出张所 主任）

   姜 璿慧（韩国传统建筑修理技术振兴财团 企划行政团队负责人）

   永 昕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研究馆员）

   亚历山德罗・马丁内斯（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助教）

   盐原 维罗尼・弗里德里克（BMW GROUP Japan ／ SGRA）

	 	 讲师简介  53

	 	 代后记  54

  同声传译

  日语⇔中文 ：丁 莉（北京大学）、宋 刚（北京外国语大学／ SGRA）

  日语⇔韩语 ：李 惠利（韩国外国语大学）、安 暎姬（韩国外国语大学）

  中文⇔韩语 ：朴 贤（京都大学）、金 惠兰（自由职业者）

 ※所属・职称以本论坛举办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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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晖

李 晖
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准研究员／SGRA

※ 以上为本论坛举办时的所属・职称。 
2023年4月起任奈良女子大学协力研究员。

 ［原文为日语。翻译 ：于 宁（东京大学）］

　　大家好。感谢大家今天前来参加 SGRA 论坛“共议木结构古建筑的修复与保

护”。

　　我是本次论坛的主持人李晖，现在在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担任准研究员。

　　一会儿担任讨论环节主持人的金玟淑老师、参与讨论的盐原女士还有我都是渥

美财团的毕业奖学生，我们在日本的大学研究生院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的时候得到了

渥美财团的奖学金资助。

　　渥美财团是位于东京的奖学财团，在其成立 10 周年时创立了由我们这些毕业

奖学生参与的国际交流网络 SGRA——关口全球研究会，并以此为平台围绕全球

化背景下的各大课题进行国际化、跨学科的探讨，到目前为止该项事业已经持续推

进了 20 年。

　　今天的 SGRA 论坛刚好是第 70 届，并与我在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科研项目（日

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C））共同举办，主题为“木结构古建筑的修

复与保护”。

　　我现在在日本奈良县吉野町的金峯山寺进行实况直播，SGRA 也是第一次做

这样的尝试。

　　关于今天论坛的安排，我们首先会请奈良县文化财保存事务所的竹口泰生老师

向我们介绍国宝金峯山二王门的维修现场，短暂休息后会请韩国、中国、欧洲的专

家以及市民代表进行评论，并会在最后接受参会者提问并进行答疑。

　　今天的论坛提供中日韩同声传译，现在有来自日本国内、中国和韩国的共

300 位左右的与会者参与本次论坛。

　　与会的各位请将你们的问题或评论输入Ｑ＆Ａ栏内。可以使用中日韩任意一种

语言。各位的问题将由论坛的翻译团队即时翻译成其他两种语言。请大家踊跃参加。

　　本次论坛的举办离不开金峯山寺与奈良县文化财保存事务所的大力支持，我在

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接下来首先有请金峯山修验本宗总本山金峯山寺的五條

良知管长进行致辞。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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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峯山寺概要
　　本次论坛介绍的木结构建筑维修现场为位于奈良县吉野郡的国轴山金峯

山寺。吉野山一带自古便被视为圣域而广为人知。相传白凤时代（公元 7 世

纪后半叶至 8 世纪初）役行者在金峯山山顶的山上岳进行了一千天的参笼修

行后，感悟到了金刚藏王大权现显灵，便以山樱木雕刻其样貌，作为修验道

的本尊进行供奉，此即为金峯山寺开创的缘起。自此之后，金峯山寺广受尊

崇，作为修验道的本道场至今仍拥有众多信众。

■国宝二王门与落架大修工程
　　金峯山寺本堂藏王堂的北侧正门二王门为日本国宝，并被认定为世界遗

产。其创建年代不详，现存建筑下层与上层分别推断为建于日本南北朝时期

（14 世纪中期至末期）和康正年间（1455 年至 1457 年），为金峯山寺现存

诸堂中最古老的建筑。下层正面两侧分别安置有阿形与吽形两尊二王像（日

本重要文化财）。阿形与吽形均出自南都佛师康成之手笔，分别制作于延元 3

年（1338 年）和延元 4 年（1339 年）。

　　现在二王门的落架大修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预计完成时间为令和 10 年度

末（2029 年 3 月末），计入前期调查的时间，为前后跨越 12 年的大修工程。

目前前期调查工作与保护棚搭建工作已经结束，正式开始进入建筑的解体落

架工作。在解体落架过程中会进行各种调查，并会进行复原与结构加固等工

作。

参考资料 ：

金峯山寺主页　https://www.kinpusen.or.jp/

二王门修理工事概要　https://www.kinpusen.or.jp/info/data/0434470b9

859e95179aaa555519dc6565c4472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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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條良知

五條良知
金峯山修验本宗 总本山金峯山寺 管长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 宁（东京大学）］

　　大家好，我在日本首屈一指的樱花胜地吉野山修验道的本道场金峯山寺向大家

致以诚挚的问候。这次各位不远万里来到吉野山，并通过线上直播让各位与会者同

吉野山结缘，对此我想向论坛举办方表示诚挚的谢意。

　　大家请看，位于我身后的便是本山的本堂——国宝金峯山寺藏王堂，它被认

证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构成资产。

　　大约 1300 年前，日本独有的宗教修验道的开山鼻祖役行者曾在此地修行。役

行者在此地向南 24 公里海拔 1719 米的现在被称作大峯山的山上修行时，他感悟

到了我们以及修验道的御本尊金刚藏王大权现的存在并通过祈祷让其显灵。我们之

间流传着日本的修验道便是肇始于这次金刚藏王大权现显灵的说法。役行者以山樱

木雕刻其样貌，并将其供奉于大峯山与吉野，此即为金峯山寺这座寺庙开创的缘

起。

　　以供奉金刚藏王大权现的藏王堂为中心，为国泰民安祈福的修验道一直延续至

今，香火不断。现在在吉野与熊野之间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大峯奥駈道上

依然进行着不顾生死的严苛修行。而此修行的本道场便是吉野山金峯山寺藏王堂。

　　藏王堂是一座大型木结构古建筑。现在的藏王堂于天正 20 年，即公元 1592

年重建，据说是日本第二大的木结构古建筑。另外，现在正在修复中的国宝仁王门

是一座矗立在吉野山尾根道上的大门，它比藏王堂的历史还要悠久，是吉野山最古

老的建筑，被认证为国宝。

　　在大峯奥駈道修行的我们，进入大自然深处的深山幽谷之中，一边向御本尊金

刚藏王大权现以及各自的神、佛祖、祖先们祈祷，一边进行修行。在神佛所在的大

自然中，向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金刚藏王大权现祈祷，珍爱自然，珍视自己以外的

以及超越自己的所有人，让世间万物都可以自由生长，遵循着释迦牟尼的佛教教

开
幕
致
辞
　
于
国
宝
金
峯
山
寺
藏
王
堂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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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我们现在依然进行着修行。

　　我获悉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木结构古建筑的修复与保护”。

　　我们有幸从事着守护被认证为国宝的建筑物，但我认为重要的并不单纯只是将

建筑物保存至今，将之守护至今的人们的信仰与实践才是最为宝贵的。我认为在这

样的信仰与实践中，可以将珍爱自然、珍视他人、共生共存的重要性不断向人们传

达下去。我认为守护国宝建筑物的重大意义正是存在于此。

　　我们今后也会守护好仁王门，将它保存传承下去，所以还希望借助各位老师们

的智慧与力量。

　　今天还望各位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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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口泰生、李 晖

实况直播

国宝	金峯山寺二王门	
修复现场
导览：竹口泰生
日本奈良县文化财保存事务所金峯山寺出张所 主任

主持：李 晖
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准研究员／SGRA

※ 以上为本论坛举办时的所属・职称。2023 年 4 月起任奈良女子大学协力研究员。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 宁（东京大学）］

在前往修复现场的参道上

　　今天我们首先有请奈良县文化财保存事务所的竹口泰生老师带领我们参观现在

我身后的国宝金峯山寺二王门的保护维修现场，并请老师为我们之后进行的讨论提

供话题（照片 1）。

　　竹口老师自 1999 年起在奈良县文化财保存事务所任职，以文物建筑修理技术

员的身份参与了以国宝东大寺法华堂、国宝药师寺东塔为首的奈良市内数量众多的

国家及奈良县认证的文物建筑的保护维修工作。自去年 2022 年起，以主任技术员

的身份开始负责金峯山寺二王门的保护维修工程。

　　竹口老师，今天还请多多指教。

李 

照片１：
在二王门前的参道上

话
题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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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请多多指教。

　　我们现在就在金峯山寺二王门的前面。刚才管长先生也讲到，这条沿着山脊的

参道从大峯山的山顶一直通向熊野那边。

　　在我们后方现在看到的就是正在维修当中的二王门的保护棚。在维修工程以

前，爬上台阶穿过大门就能进入内部（幻灯片１）。

　　因为现在搭了一个如工厂一般巨大的临时的保护棚，所以只有在看到写有“金

峯山寺二王门 保存修理工程”的横幅后才能大概知道里面在做什么。有人希望我

们将修理前的二王门的样貌打印出来贴在前方墙面上，但因为预算的关系，只是贴

了这条横幅，感到非常抱歉。

　　因为上述原因，维修现场就只能以现在的方式将二王门目前的状态提示给当地

居民以及来参拜的访客和游客。

　　可以请您再稍微讲解一下本次维修工程的概况吗？

　　关于维修工程的具体内容我会在稍后进行讲解，我先来讲一下本次大修的缘

起。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参道平时会有很多车辆经过，也会有很多参拜的访客走这条

路。但这里从建筑物上掉落瓦片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很久，非常危险。寺院方面一

直想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接到这个请求之后，于 2018 年起开展了调查工

作，并在县和国家做好准备后于 2020 年开始着手主体工程至今。

　　本次的工程计划大概几年完成呢？

　　计划进行 9 个年度，所以主体工程计划于 2028 年完成。

　　花费时间相当长呢。

竹口

李

竹口

李

竹口

李

幻灯片１

修理前（正面＝北方～）

Pic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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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提供】实况直播　国宝 金峯山寺二王门修复现场	 竹口泰生、李 晖

　　如果不了解内情的话可能就会感到时间很长。但因为在进行解体工程时，需要

一边做各种调查一边进行，所以工期长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此，我想韩国、中国以及其他各国会有很大不同，所以在之后的讨论环节

还希望可以听到其他各位老师们的高见。

　　在参观现场内部之前，我先对金峯山寺寺内的情况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刚才管长先生提到的藏王堂（御本堂）位于我们现在所在的二王门的上方。大

家请看这份航空照片资料（幻灯片 2）。

　　这张照片是从东南方向的俯拍，照片中心处的桧皮葺建筑就是藏王堂本堂，坐

北朝南。它的右下方便是二王门，朝向北方。门朝北而本堂朝南，稍稍有点不可思

议。刚才管长先生也提到，金峯山寺所在的金峯山不只是吉野山一带，包括山上岳

上方一带都是修行的场所，所以二王门被认为是修行场所的大门和入口。如果从京

都以及奈良方向过来的话，北边刚好就成了入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关于门的朝向

问题我想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前往修复现场内部1层

　　我们现在就站在二王门的正前方。因为搭了脚手架所以很难看清现在的位置，

我们就在二王门正中心的附近。

　　这是二王门修复前的全景照片（幻灯片３）。二王门是木结构建筑，形制为三

间一户二重门。（正面的）柱子隔开的空间有三间。

竹口

李

竹口

竹口

	　幻灯片２

境内全景（南東方～）

本本堂堂（（蔵蔵王王堂堂））

二二王王門門

Pic_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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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中间是通道，两侧有仁王像的意思吗？

　　是的。因为维修需要，暂时被搬走了，之前这两侧是竖立着仁王像的，仁王像

也被认证为日本的重要文化财。

　　然后，所谓的“二重门”，大家在修复前的照片中也看到了，就是指屋顶有两

层。大家能够看到上方有一个“歇山顶”结构的屋顶。屋顶为本瓦葺（使用筒瓦

和板瓦铺葺）屋面。

　　“楼门”跟这个结构比较相似，但楼门只有一个屋顶。虽说都是两层结构的门，

但区别在于下层是否有屋顶。

　　事实上，金峯山寺二王门在昭和大修时是被记录为“楼门”的。当时对于“楼

门”与“二重门”原本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区分，但现在日本的指定文化财分类中

将二者进行了区分。二重门形制的遗构非常少，中世以前的建筑中除了这里，还有

东大寺的南大门和法隆寺的中门，以及位于京都绫部的光明寺的大门。在东福寺和

德岛的丈六寺等寺院中也有，但在中世以前，室町时代以前的建筑中是非常少见

的，因此这里被指定为国宝。

　　关于二王门的建造年代，以据传是这座建筑的风铎（挂在屋顶角落处用于辟邪

的装饰）上的铭文推断，它是于 15 世纪中期的康正 2 年（1456 年）建造的，稍

后我们到上面后会看到这个风铎。

　　但在刚才谈到过的仁王像的胎内也发现了铭文，它比风铎的铭文还要早 100

多年。也就是说，仁王像要比二王门建造得更早。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同修复

工作一起也是本次工程的一个任务。

　　我了解到本次的维修是落架大修。这次为什么采用落架大修的方式，可以请您

具体介绍一下吗？

李

竹口

李

	　幻灯片３

修理前

Pic_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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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提供】实况直播　国宝 金峯山寺二王门修复现场	 竹口泰生、李 晖

　　刚才也提到，现在出现了瓦片掉落的危险情况，瓦片之所以会掉落的一个原

因，是因为建筑物整体发生了倾斜，即出现了不均匀沉降的情况。大家请看这张平

面图，有石台阶的一侧是正面，在面向正面的左侧大家可以看到垒石石墙（幻灯片

４）。正面朝北所以左侧是东，就是东侧石墙附近发生了严重沉降的情况。

　　所以发生了不均匀沉降是这次落架大修的主要原因。

　　是的。这次落架大修的契机中，不均匀沉降是很大的原因。关于维修我们讨论

了各种方法，因为二王门附近场地狭小，我们认为将建筑物进行整体搬迁或向上抬

升在不稳定的状态下进行维修等方法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决定将整个建筑

物进行解体，挖出础石调正位置，然后再重新组装。

　　采用“落架大修”是因为这些原因啊。修复时采用何种方法，除了建筑物本

身的受损情况，原来还与周边的环境有关。

　　确实如此。修理方法的选取必须要考虑到周边环境。

　　平面图中被红圈标示出来的柱子就是发生严重沉降的部分，在二王门的东侧。

　　那来看一下维修现场内部的实际建筑，它们是在什么位置呢？

　　面向正面的左侧，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柱子。特别是东北角发生了严重的沉

降（照片２）。

　　现在还在挖地面，所以关于地基的状态及受损情况请参考照片（幻灯片５）。

大家可以看到随着地基的沉降，周围的地面也发生了开裂的情况。

竹口

李

竹口

李

竹口

李

竹口

	　幻灯片４

平面図（初重）

（阿形）（吽形）

Pic_04



第70届 SGRA论坛	 共议木结构古建筑的修复与保护

S
G

R
A

 　
　

r
E

P
O

R
T
	  

no. 
103

14 © 2024 SGRA

　　关于中轴部分，请看这张拍摄了柱子上方的照片（幻灯片６）。这部分被称为

“普拍枋”与“阑额”。大家可以看到，本来应该笔直穿过的地方发生了弯曲。这

张照片显示出了因为地基沉降造成了本应维持水平状态的构件发生了弯曲的状况。

　　关于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弯曲，请看这张“倾斜状况”简易图（幻灯片７）。左

上方的图是测量弯曲部分弯曲程度的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最严重的地方大概发生

了接近８cm 的弯曲。

　　昭和落架大修（于昭和 18 年至 25 年间实施）至今已经过去 70 多年了。70

年间下沉了大约８cm，所以它是按照平均每 10 年大约１cm 的速度一直在下沉。

	　照片２：从东北方向看
到的二王门

	　幻灯片５

破損状況（基礎）

（北東隅礎石（東～））

（土間たたきの亀裂（東面・南～））

Pic_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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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提供】实况直播　国宝 金峯山寺二王门修复现场	 竹口泰生、李 晖

这个状况已经对整体建筑明显产生了影响，所以我们做出了需要进行整体的落架大

修的判断。

　　右下方下沉情况更加严重的图，显示的是现在的础石，即柱子所在的础石上方

发生的倾斜状况。严重的地方发生了大约 34cm 的倾斜。这与前面的数字差距非

常大，不清楚础石原本是否水平放置。这只是一个参考，假如它当时被水平放置，

那就说明现在已经发生了这个数值的落差。

　　为了给大家展示具体的受损情况，我们现在下去看看。

	　幻灯片６

破損状況（軸部）

（初重 北東隅）

（台輪）

Pic_06

	　幻灯片７

不陸状況

Pic_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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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层通道的脚手架去往下方的地面

　　这边（东侧的 3 根）整体上都是下陷的，特别是这（从正面开始数）2 根柱子

下陷明显。大家也可以看到础石纵向开裂的情况（参照幻灯片 5）。这是后加的石

头，因建筑物的重量石头发生了断裂。

　　这里（柱子与柱子之间）原本是墙壁吗？

　　是的。现在已经被解体拆掉了，原本在下层柱间的侧面以及中央间的边缘是有

刷了白色涂料的土墙的（幻灯片８，红线部分）。

　　解体拆卸前的状况请参考照片（幻灯片９），可以看到面向正面右边西侧的墙

壁。去除白色涂料之后，就露出了荒壁土，最终土墙内部的木质骨架部分也露了出

来。这个骨架是用竹子编织而成的。柱子上用红色粉笔标记的地方是这次解体拆卸

土墙骨架部分的痕迹，这是昭和大修时修理的土墙。在昭和大修之前，据说当时使

用的是木板墙。

　　大家现在能看到，除了红色粉笔的标记，还有用白色粉笔圈起来的类似痕迹，

比如在这根柱子上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有两次这样的标记。其他柱子上有的只有一

次，这些白色粉笔的痕迹表明，在木板墙之前，也有过像现在这样使用土墙的时

期。于是昭和大修时以此为依据，按照“现状变更”的程序，将木板墙复原为涂

有白色涂料的土墙。

　　就是说，作为复原的依据，仔细分析了构件与残留的痕迹，以此来判断最初以

及期间阶段的状况。

竹口

李

竹口

李

	　幻灯片8

初重土壁（腰下）の配置

（阿形）（吽形）

Pic_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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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提供】实况直播　国宝 金峯山寺二王门修复现场	 竹口泰生、李 晖

　　是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当时应该是以遗留下来的痕迹为依据进行了复原，

目前来看当时的判断并没有什么问题。

　　通过这个事例我想大家就能明白，在解体拆卸的时候，会进行技法调查与改制

调查，对于确定为旧形制的地方，有时会根据现状变更的程序对其进行复原。此

外，在提高抗震性能方面，会由专家进行结构调查与诊断，根据需要会讨论对结构

进行必要的加固。

　　现在我们去 2 层看看吧。

前往修复现场内部2层

　　现在看到的是二重门下层的屋檐部分。现在是将铺在屋顶上的瓦片全部拆掉之

后的状态（照片３）。上层的屋檐也是相同的结构，因为已经被解体拆除，对于它

解体前的状况就请参照这边。

　　我们现在看到的挂在屋檐边缘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写有年号铭文的“风铎”。这

是昭和大修时制作的复制品。唯一留存下来的原件现在展示在金峯山寺本堂内。如

果想观看文物真品，那就请您务必前来金峯山寺一观。

　　现在我们从脚手架下来，进到屋檐里面看一下吧。

　　大家应该能看到，这个屋檐挺深的。它采用两层檐椽的二轩结构，屋檐向外延

展出去。这应该是日本传统寺庙建筑的特征之一。

　　中国与韩国应该也有采用了相同结构的建筑，连接柱子与屋顶的是由横向很长

的栱与立方体形状的斗所组成的斗栱（照片４）。

　　仔细观察使用的构件，就会发现这座建筑大量使用了松木、日本铁杉等针叶树

种，以及榉木、栎木等坚硬的阔叶树种。特别是台基处以及承重处的斗大多使用榉

竹口

竹口

	　幻灯片9

初重 土壁 解体前

Pic_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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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栎木等材质坚硬的木材，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承重处以外的地方有的使用的是

针叶树种，具体是什么木材现在正在调查中。

　　除了确认树木种类以外，会对年轮年代等进行测定吗？

　　刚刚提到，构件大多使用了松木以及日本铁杉，目前还没怎么见到日本扁柏以

及杉木。日本扁柏是有的，但貌似非常少。关于年轮年代的测定，据我了解在日本

只有针对杉木和日本扁柏的标准尺，对于其他树种要通过何种方法进行年代测定，

今后还需要进行确认。

　　好的，非常感谢。其他还有什么地方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吗？

李

竹口

李

	　照片３：
下层的屋檐与风铎

	　照片４：
在下层斗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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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提供】实况直播　国宝 金峯山寺二王门修复现场	 竹口泰生、李 晖

　　在建筑物构件调查方面，对于构件的加工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说，

现在灯光横向照亮的这个斗，它的表面比较平滑，非常平整（照片５左）。可以推

测对它用刨子进行过刨光。关于刨子，我不知道国外的听众对此有没有相同的认

知，现在日本的木匠通常使用的是“台刨”，但在以前有一段时期使用的是“枪

刨”。

　　作为对比，请大家看一下它下方的栱。可能看不太清，不过大家应该能够看到

它表面有些凹凸不平（照片５右）。大家能看到上面有一些与木头纹理不一样的纵

向的纹样以及凹陷的地方吗？这些是使用日本锛子锛过的痕迹。这些纵向的纹样应

该是刀刃发生卷刃时留下的痕迹。

　　在加工过的表面能经常看到使用锛子的加工痕迹吗？

　　这在不同的建筑上会有不同的体现，使用锛子的加工方法是比刨子更早时代的

方法。对于从外面可以看到的构件表面以锛子进行加工，越是接近现在的建筑这个

做法就越是少见。

　　通常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栱，它的加工方法是旧方法，但这个

栱看上去却比使用刨子进行了平滑加工的构件要新。对此，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进

行讲解。

　　谢谢。也就是说，根据加工痕迹，一边想象以前使用的工具，一边对当时的加

工技术进行推测。

　　是的。以此为参考，首先对材料的加工方法进行归类是非常重要的。

　　像这样的调查在实施保护修复工程时是必须要进行的吗？

　　是否需要实施调查要根据现场情况进行判断。二王门的现场，因为是落架大修

的大型工程，所以可以进行调查的环境相对比较完备。

　　虽说都是保护维修，但其实是有各种不同周期的保护维修存在的。最常见的是

竹口

李

竹口

李

竹口

李

竹口

照片５：	
用刨子刨光过的	
平滑表面（左）	

与使用锛子加工过的	
凹凸表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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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的维修，如果只是维修屋顶的话是很难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的。这方面主要还是

由负责的主任技术员进行判断。

　　在维修结束后，对于维修过程的报告要以何种方式进行呢？

　　像本次这种大规模的落架大修，通常都会编写修理工程报告书。当然本次工程

也计划编写报告书。

　　是根据工程的规模决定吗？还是主要根据现场的判断呢？

　　除了工程的规模，也跟它以前的修复经过有关。以这座建筑为例，刚才也提到

了，在 70 多年前的昭和大修的时候应该也是进行了落架大修，但那个时候并没有

刊发报告书。于是本次工程就有了对此进行整理的责任，我们也将此设定为本次工

程的任务之一。

　　明白了，非常感谢。

　　那么我们就去现在的工作重心，正在进行解体工程的 3 层去看看吧。

　　现在看到的是下层的屋顶。瓦片已经拆掉了，可以看到受损情况非常严重。这

里刚好是雨水从上面一层屋顶滴落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已经腐朽得相当严重了

（照片６）。

　　受损状况的确非常严重。对于已经受损的构件，是用新的构件替换呢，还是会

重新利用呢？如果重新利用的话，具体会怎么去使用呢？

李

竹口

李

竹口

李

竹口

李

	　照片６：	
下层的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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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提供】实况直播　国宝 金峯山寺二王门修复现场	 竹口泰生、李 晖

　　我们目前的基本方针就是能用的构件就继续使用。

　　所以，不管是檐口的构件还是其他板材，只要状态可以就会继续使用。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

　　我换个话题，现在的维修现场有向普通市民开放的打算吗？

　　这个保护棚是在去年（2022 年）3 月份完工的，在 1 个月后的 4 月份，在开

始建筑解体之前，我们对公众开放过一次。

　　但是解体工作开始之后，正如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需要将拆卸下来的构件铺开

存放在附近的脚手架上，所以无法确保过道的安全。对此，我们今后还需要考虑如

何应对。

　　当时对公众开放是采取的哪种方式呢？是面向公众开放报名吗？

　　采用了开放报名的方式。面向公众发布了开放现场的通知并接受大家报名。当

然，我们设定了人数上限，然后收到了 600 多人的报名。

到达修复现场内部3层

　　我们现在来到了 3 层。上层的屋顶现在刚好是完成解体的状态（照片 7）。大

家请看一下剖面图（幻灯片 10）。用箭头标注为“解体完成”的斗栱部分，跟我

们刚才在下层看到的斗拱是一样的。此处以上的部分已经全部完成解体，我们现在

看到的是建筑主体部分的情况。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上层屋顶解体前的情况（编者注 ：直播影像通过幻灯片讲

解解体状况。此报告书中刊载从略）。

　　屋顶原本是刚才提到的筒瓦和板瓦铺葺的“本瓦葺”屋面。屋顶在解体之后，

首先露出来的就是刚才在下层看到的那种望板。掀掉望板后看到的是草架椽，可以

看到里面的草架。继续拆掉望板、草架椽之后就露出了桔木。再将桔木拆卸之后，

就露出了檐口、斜向的构件，将它们全部拆掉之后就呈现出只剩下斗栱的状态。如

此一来，屋顶规模不断缩小，最后将斗栱全部拆卸之后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了。

　　然后拆卸下来的构件就像现在这样堆放在各楼层的墙面附近，也有部分构件已

经搬到了楼下存放。总之都是需要在这样的临时存放处对这些构件进行管理。

　　向您请教一下，在搭建这样的临时保护棚时，对于它的预算与坚固程度是按照

什么标准来进行判断的呢？

　　因为本次工程是落架大修，需要吊起搬运一些大型建材。以前都是靠人力完成

的，但现在日本有很多相关规定，首要目标就是要尽可能确保工程的安全。所以，

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能够安装可以吊起柱子等大重量级建材的具有足够起重能

力的机械臂。

竹口

李

竹口

李

竹口

竹口

李

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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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环境因素。这里冬天一般都会积雪。这个冬天的最大积雪

量也达到了 20cm 左右。虽说不是大雪地带，但也必须要考虑到积雪的影响。而

且这里是山岳地带，平地较少，所以需要在保护棚内对全部构件进行保管与处理。

这些也是需要考虑的条件。

　　保护棚的修建费用大概占了整个工程的几成呢？

　　现在大概是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最终还要加上拆除保护棚的费用，所以实

际上与保护棚相关的修建费用可能会占到三分之一甚至接近一半。

李

竹口

	　照片７：
完成解体的上层屋顶

	　幻灯片10

Pic_10

解体済み範囲（梁間断面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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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提供】实况直播　国宝 金峯山寺二王门修复现场	 竹口泰生、李 晖

　　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呢。

　　是的。这部分费用确实比较高。

　　请您介绍一下 3 层具体要关注的地方。我们所在的这个高度，我们现在是站

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现在在上层的柱子上面。机会难得，我们走近看一看。黄色粉笔标记处印

着构件的编号。能像现在这样看到木构件与连接处的机会真的只有现在，之后就看

不到了（照片 8）。

　　大家可以看到这根柱子受损非常严重，它使用的应该是松木。上层的柱子基本

上用的都是松木，它们表面被虫噬的状况非常严重。这次要对它们进行什么样的修

复，需不需要进行替换，还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判断。我希望今天观看本次论坛以

及亲临现场的各位老师们能不吝赐教。

　　还想请大家看一下梁的末端。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开了两个大的孔洞，这是为了

钩挂绳子等而开的孔洞。在另一侧的末端也有相同的孔洞（照片 9）。

　　什么情况需要在木材上开这样的孔洞呢？

　　有挺多情况的，不过可以推断这些孔洞是为了将木材捆绑成木筏进行运输时所

开。古时候砍伐木材之后通常是采用水运方式进行运输，会将木材捆绑成木筏。这

个方法就是将多根木材纵向并排，横向再抵上其他木材，使用藤蔓等捆绑固定成一

个木筏后将其顺着水流进行运输。

　　这根木材两端有孔洞，这应该是当时两端被绳子捆绑用于固定木筏时的痕迹。

当它被用作建筑构件时这部分通常是要被锯掉的，但这根木材并没有将两端锯掉，

李

竹口

李

竹口

李

竹口

	　照片８：
柱子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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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将其保留全部活用于建筑中，这是挺有意思的地方。

　　原来如此，谢谢。放在这边的木材是什么构件呢（照片 10）？

　　这是上层的檐椽，拆卸下来后放在这边，跟刚才下层看到的檐椽是一样的。

　　这两根摆在一起，但好像时代并不一样。我们判断靠近我手边的这根更老一

些，而另外一侧的那根要新一些。

李

竹口

	　照片 10：
上层的檐椽

	　照片９：	
末端开有孔洞的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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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提供】实况直播　国宝 金峯山寺二王门修复现场	 竹口泰生、李 晖

　　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根据哪里进行判断的呢？

　　一个是根据钉子的数量。椽子需要钉钉子，根据其更换的次数来判断新旧。我

手边的这根上面的钉痕有两次，而被认为新一些的那根上面基本上只有一次。

　　此外，被认为是老一些的这根表面加工得比较平滑，而被认为新一些的木材上

面却能看到刚才我们在下层看到的栱上面的那种使用锛子锛过的痕迹。这意味着什

么还需要今后去进行确认，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并不是说有用锛子锛过痕迹的木材

就一定是老的。

　　所以，需要通过钉子的数量以及表面加工的痕迹等来对整体有一个把握，在此

基础上也有必要将新老的判断标准相对化。

　　仅通过单一现象是无法做出判断的，这很让人头痛，但也非常有趣。

　　因为到时间了，竹口老师在现场为我们进行的导览到此结束。老师，非常感

谢。

※ 本文中刊载的幻灯片转载自本论坛举办时使用的演示文稿资料。

李

竹口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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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专家评论］

韩国文物修复与构件保护
姜 璿慧
韩国传统建筑修理技术振兴财团 企划行政团队负责人
※以上为本论坛举办时的所属・职称。2023年11月起任该财团构件保存部部长。

 ［原文为韩语。翻译 ：洪 龙日（东京大学）］

序言
　　我是刚刚承蒙介绍的韩国传统建筑修理技术振兴财团的姜璿慧。非常感谢李晖

老师和竹口泰生老师在修复现场所展示的生动问答。

　　首先，让我介绍一下我们财团的情况（幻灯片 1）。我们财团是依据 2016 年

2 月公布的《文物修复等相关法律》第 41 条第 2 项成立的。成立该机构的目的是

为了收集和保存传统建筑构件和材料，供应和管理传统材料，调查、研究和推广修

复技术，修复紧急或重要的文物，进行常规监督和责任监督，以及对朝鲜传统建筑

进行调查和研究。我们机构位于首尔北部的坡州，这是我们中心的鸟瞰照片，拥有

展馆区域、收藏库区域、办公区域，还有一座 2022 年完成重建的建筑，是朝鲜王

朝末期的高宗皇帝的父亲兴宣大院君曾居住过的厢房。

讨论1

幻灯片1

●伝統建築の部材と材料などの収集・保存及び調査・研究・展示

●伝統材料の需給管理、普及の拡大及び産業化の支援

●伝統修理技法の調査・研究及び伝承の活性化

●文化財修理（文化財修理の重要度と難易度が高い場合、もしくは急
な措置が必要となる場合に、大統領令として定める場合に限る。）

●国が支援して施行する文化財修理の中で、大統領令として定めた文
化財修理に従う一般監理もしくは責任監理。

●北朝鮮の伝統建築に対する調査・研究及び保存の支援

●2016.２月 財団設立法律公布（「文化財修理などに関する法律」）

●2017.２月 伝統建築修理技術振興財団の設立登記

●2017.12月 伝統建築部材保存センター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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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1】［韩国专家评论］韩国文物修复与构件保护	 姜 璿慧

二、韩国的文物修复原则
　　关于文物的修复，一直存在“原型”的争论。韩国虽然在 1962 年颁布了《文

物保护法》，但“原型维持”一词从 1999 年才开始被使用。因此，我们制定了

“原型维持在文物保存管理和利用中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此外，2010 年从文

物保护法中分离出来的《有关文物修复的法规》（简称《文物修复法》）第 1 条明

确强调“用原型保存和继承非常重要”，第 3 条基本原则也强调了“必须使用最适

合的方法和技术来维持原型”的重要性。

　　此外，第 33 条第 2 项中规定，文物修复的设计许可要遵循“是否使用了合

适的方法和技术来保存原型”，第 37 条也有“在现场检查中是否按照原型来修复”

的规定。2010 年颁布的《文物修复等相关工作指南》第 1 条旨在“为促进文物的

原型维持和提高文物修复的质量做出贡献”，第 3 条文物修复的基本方针也将“对

文物进行修复不得使其原型发生变形歪曲或价值受损”作为核心准则。

　　该《文物修复等相关工作指南》于 2010 年制定，在 2016 年进行修订，并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进行了重大修改，对部分相关内容进行了废除和重新制定。该废

除与制定是我们财团与文物厅共同合作完成的。这份指南分为 5 章，在本次修订

第 2 章事前调查部分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了“文物修复必要性审查”一节，以

供审议。

　　此外，我们将原本位于总论部分的第 15 条有关文物时代应用原则的部分前移

到基本原则中。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新增了有关在实测设计中对构件进行调查

	幻灯片 2

	幻灯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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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诊断的部分。在施工方面，我们也强调了应重视第 21 条关于落架构件分类决策

的内容。还增加了在现场召开技术会议以讨论落架构件处理的规定，并制定了第

22 条关于落架构件处理标准的条款。

　　我们制定了原始状态可重复使用的构件、需要补修和加固的构件、可拆解保存

的构件、可活用的构件以及可废弃的构件的处理标准。另外，我们还增加了报告记

录相关的业务指南，强调必须在报告范围内记录拆解构件的再利用情况以及最终处

理结果。我们提供了对构件进行诊断的多种方法示意图，在拆解构件的分类标准方

面，对于价值很高的构件，基本原则是重新使用原构件。

　　当构件具有高度历史、学术和艺术价值且可以再利用时，我们强调进行修复和

加固以确保再次使用。而对于那些拥有高度历史、学术和艺术价值但无法再利用的

构件，我们采用拆解保存的方法。如果可以将构件转移到保存设施，或者可以在现

有设施中进行自我保存，我们鼓励进行自我保存。对于价值较低的构件，我们鼓励

将其重新用于其他构件，或者将其用于其他用途，如积心（译者注 ：置于屋瓦和望

板之间用来调整屋顶斜面的构件）或在附属建筑中使用等。对于不太重要的构件，

也允许废弃处理。当然，这通常发生在构件非常老旧、严重腐蚀或损坏的情况下。

　　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研究，致力于在不损害文物的情况下，在修复之前进

行构件的无损检测（幻灯片 2）。基本上，根据研究的顺序结果，可以进行应力波

测试 (stress wave test)。通过进行这种测试，如果声波传输速度超过 500m/s，

那么该构件就处于健全状态。如果声波传输速度低于 500m/s，则推断为内部劣

化，如果存在内部劣化，则可进行钻头阻力测试。钻头阻力测试虽然也会造成部分

破坏，但不会留下太多痕迹，因此可以进行此测试。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方法，即

使用 X 射线 CT 扫描进行检测，以此来诊断构件的劣化状况。

　　这是我们与木材无损检测研究所合作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幻灯片 3）。在进

行钻头阻力测试时，可以生成这些示意图。黄色部分是腐朽非常严重的区域，我们

通过 X 射线 CT 扫描切割检查进行了确认，两种方法的结果非常相似。在 2019

年，我们发布了一份题为“用于制定构件重复使用标准的无损诊断基础研究”的

报告。最近，我们还出版了一本名为《木质构件无损劣化诊断指南》的书，并向现

场工作人员进行发放。

　　正如文物修复等相关工作指南所概述的，韩国文物修复的时代标准适用原则

是“在文物修复过程中，应尊重和维护所有对当前文物做出正当贡献的所有时代要

素”。只有在历史、考古学、美学等各方面的“客观”评估认为修复后的文物状态

比之前更有价值时，才可以将文物还原到之前的状态。

三、案例介绍—凤停寺极乐殿与崇礼门
　　这座重要的国宝级建筑位于韩国安东市，名为凤停寺极乐殿，于 20 世纪 70

年代进行了修复（幻灯片 4）。事实上，这座建筑的修复是令人痛心的案例。因为

根据推断，该建筑在朝鲜后期（大约 19 世纪）原本是大藏殿，但后来被用作极乐

殿（佛殿）。由于这座建筑包含了相当多的古代元素，因此存在将其修复成古代板

殿或大藏殿的情况。像板台工（译者注 ：短柱）一样我们用丹青来进行覆盖，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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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1】［韩国专家评论］韩国文物修复与构件保护	 姜 璿慧

里面有覆花盘（译者注 ：相当于驼峰），所以我们进行了全面的修复。在前面，我

们设置了檐廊等，里面的木地板部分也重新修复了板门。据 1625 年的记录，它被

称为“大藏殿”，但是 1863 年的修复记录中，它则变成为“极乐殿”。

　　凤停寺极乐殿的全面落架修复被评价为“完全按照当初的样式进行复原”。建

筑的侧面有类似板门，直棱窗的结构，但其中的某些直棱窗的部分尚未进行复原。

曾经是木地板，但在拆除时，发现了砖铺地的痕迹，现在为露出砖铺地的状态。可

以说这是一个比较老的修理事例。

　　这也是我在论文中提及的一部分（幻灯片 5）。高丽时代的柱心包（译者注 ：

无补间铺作）建筑大多呈现统一新罗的风格。比如，前面展示的凤停寺极乐殿、浮

石寺无量寿殿和修德寺大雄殿等建筑，它们垂直方向的所有构件构成层段结构，浅

灰色是用作防止檩条移动的部件。我认为这些特征在韩国和中国很普遍，这也是我

向大家展示的原因。

　　可以说，韩国修复史上最重要的建筑是首尔崇礼门（幻灯片 6）。该建筑曾进

行过两次宏大的修复工程，分别是在 1961 年至 1963 年和 2008 年至 2013 年进

行。崇礼门曾发生过火灾，导致许多构件都被转移到我们中心。目前，修复工作已

经完成。火灾中，上层有 90% 以上被烧毁。事实上，我们在修复时并未大量重新

使用受火灾影响的构件。

　　本传统建筑构件保存中心是一个自然通风的贮藏库（幻灯片 7）。因为我们利

用周边气流进行自然通风，目前室温和相对湿度分别为外部温度的 37 度和相对湿

度的 46%。我们以此方式管理贮藏库的温度和湿度，风险水平范围定为在相对湿

度 40% 至 80% 之外即视为危险范围。在此情况下，我们将会采取其他措施。此

外，我们会将所有构件的信息输入到我们的传统建筑构件保存管理系统中。

　　就崇礼门而言，从初期修复阶段到中期阶段，以及 2008 年火灾后都进行了大

量研究。在修复工作完成后，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发表。当构件转移到我们中心

后，发表了名为“崇礼门修复后残余木构件的调查与验证”的研究报告。上世纪

60 年代落架修复时，在屋顶内发现了一件重要的脊檩构件。根据年代推测，应该

是 1396 年（太祖初期）的构件。其支撑脊檩的叉手构件样式与现在略有不同，因

此可以推断崇礼门在初期的形象也稍有不同。也就是说，这些构件反映了原先的上

	幻灯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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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结构与现在是不一样的（幻灯片 8） 。

　　最重要的是，通过对构件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了崇礼门的上梁墨书构件（幻

灯片 9）。据推测，这些构件曾遭受过火灾损害，但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落架修

复工作中，这些构件幸运地被单独保存下来。但遗憾的是，这些构件储存在崇礼门

上层门楼处，而该区域受到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其上面的墨书部分被抹除。据报

	幻灯片 7

	幻灯片 5

	幻灯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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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1】［韩国专家评论］韩国文物修复与构件保护	 姜 璿慧

道，崇礼门发生火灾时这些构件全部被烧毁。然而，我们通过红外线扫描和比对

60 年代报告中的照片等调查后，发现了上梁墨书的 5 个构件全在。其中，1396

年太祖时期的构件、1448 年世宗时期的构件，以及 1479 年成宗时期的构件均得

到保存，我们已经找到了它们的全文，并且已完成专业的解释工作。

　　关于文物修复现场的公开，文物厅于 2014 年 6 月开始在安东造塔里五层砖

塔的现场进行公开。规定每周四举行“全国 10 个文物修复现场公开”之类的活动。

现在每年由文物厅选定 20 个到 30 个左右，由地方自治团体运营。关于安全方面

的预算以及讲解等人工费用预算，由地方政府制定，但是选定是由文物厅负责。这

座塔从 2012 年开始拆除，但施工至今尚未完成。我们财团决定修复造塔里五层砖

塔，我们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签署了业务合同，目前该塔处于落架解体状态，我

们财团正在进行修复工作。

　　竹口老师刚才展示了很多松木构件，在韩国，同一座传统建筑中也经常使用多

种树种的构件。刚才还看到搬运构件的情况，我们也保存着在积心中发现的从江原

道向首尔搬运松木的木筏构件，并出版了相关书籍。当时使用了各种不同种类树木

和不同时期的构件。我们保管的构件有时也会被用于展览，或成为艺术家的作品。

今年我们的展览馆即将迎来开馆，我们不仅进行实质性的修复工作，还开展以儿童

为对象的开放活动。这就是我对文物保护、加固和修复的说明介绍，谢谢。

	幻灯片 8

	幻灯片 9



第70届 SGRA论坛	 共议木结构古建筑的修复与保护

S
G

R
A

 　
　

r
E

P
O

R
T
	  

no. 
103

32 © 2024 SGRA

【中国专家评论】

日本奈良金峯山寺二王门
古建筑保护维修讨论

永 昕群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研究馆员

1.		浅析对日本木构古建筑保护修缮中常见的落
架大修（解体修理）

　　准备好了，那我现在共享屏幕。在场的各位专家，还有各国的朋友们，大家下

午好。今天非常有幸能够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首先，在三年的疫情基本要过去

的时期，我们能在网络上来参观这么重要的古建筑的修缮并一起讨论，这是一个非

常幸运的事情。我在此对主办方和邀请人表示感谢。

　　刚才我们看到了国宝金峯山寺二王门修缮的一个介绍，竹口先生和李晖先生给

我们做了很细致的介绍。我感觉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迹。因为我们也知道，

吉野山在日本南北朝时期是个很重要的所在，是南朝皇室所在的地方，本身就是非

常有思古之幽情的地段。尤其是刚才我看到山门和藏王堂还处在一个非常鲜活的环

境之中，和当地人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状态，可以说是一种比较

理想的保存状态。刚才竹口先生带我们看了现场情况，我发现他主要提到了它的柱

子的沉降、在昭和大修以来的 70 年还增加了 7 厘米。当然了，这就是这次的解体

的大修，或者叫落架大修的必要性所在，我也是非常理解。并且，日本同行的古建

筑修缮向来就是有非常严谨的声誉，我也非常期待这次二王门的修缮在这几年之内

能有一个丰硕的保护修缮成果。

　　在这里，我想谈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主要就是对日本木构古建筑修缮中常见的

落架大修方法的认识。据我理解，它是建立在日本已有的成熟的社会组织基础之上

的。保护修缮项目实施的总体组织架构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日本具有稳定传承的

传统营建机构，比如像金刚组，是上千年的企业。还有工匠技艺的稳定传承，再有

就是保护研究者细致全面的勘察研究，等等，这些条件共同促成了能够实施这么细

致的落架大修。

　　我有一个思考，就是在同样接受了“真实性”为基础的现代保护理念的前提

下，中日两国对木结构古建筑保护修缮的干预程度存在差异，为什么有这个差异

讨论2



S
G

R
A

 　
　

r
E

P
O

R
T

  

no. 
103

© 2024 SGRA 33

【讨论 2】［中国专家评论］日本奈良金峯山寺二王门古建筑保护维修讨论	 永 昕群

呢？我有几个自己的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中日两国有不同的环境特点。中国地域广大，虽然地震也有比较大的影

响，但是地震和台风的影响都限于局部的地区。中国古建筑兴起的中原地区、还有

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地震、台风影响相对较小。而日本全国都受地震和台风的影

响比较大，包括前几年，室生寺五重塔受风灾的破坏就很严重。再如，就我看到的

资料，本次修缮的二王门也受到过严重的台风破坏。相对而言，日本的地理气候环

境对古建筑安全的影响更为严峻。

　　第二，中日两国对古建筑有不同的修建传统。中国一直有一种“尚俭”的思

想，以俭为尚，不要太铺张，包括做建筑的时候没有特别繁复的东西，更注重空间

和仪式，很多都采取现状修缮、新建或者彻底重建。但是日本有一种“式年造替”

的做法，按照太田博太郎先生的著作里说，日本神社建筑崇尚新建筑，每隔若干年

后就要按照原样重新建造，这就叫做“式年造替”。当然，现在只有伊势神宫完全

实行这个制度，春日大社和上、下鸭神社也有此惯例，但它们是以修理代替重建。

这样的话，是否可以认为，“式年造替”的制度隐含着日本古建筑“解体修理”的

思想渊源，而中国则缺少这方面的文化传统。

　　第三，中日现存的早期古建筑具有不同的结构逻辑。中日现存早期古建筑的下

部柱架部分是比较相似的，但梁柱以上部分的结构差别比较大。中国现存的早期古

建筑相对来说比较晚，是中唐以来的，中唐以前没有实物留存下来，在这里就不说

了。中国留存下来的早期古建筑的梁架与柱架上下部分的结构整体性较好，它中间

的铺作，即斗栱这一层呈现为交叉组合的刚性层，刚度很大，大梁与斗栱咬合叠

压，在厚重的屋面重力作用下，稳定性较好。多层的楼阁和佛塔更设有平坐暗层，

大力加强了水平层刚度。而日本有很多古代时期，即平安时期以前的建筑，其柱网

布置与中国类似，但天花以上的梁架大都是另一个结构系统，尤其是铺作，即斗栱

那一层相对来说不发达，大梁没有编织到斗栱交叉组成的水平刚性层上，梁架与柱

架结构之间的交接较弱，因此造成柱子、斗栱更易倾斜或转动变形，像推古、白

凤、天平等直到平安时期之前的建筑，以及室町时期南都奈良的和样建筑等都是这

种情况。这是否反映了较早时代建筑的结构特性？在中世之后日本大佛样和禅宗样

等建筑的整体性加强，本次修缮的二王门结构整体性也相对较好。

　　以上几个特点在早期就形成了传统，可能会影响之后古建筑保护修缮的路径。

这种结构逻辑的差异通过对比中国佛光寺东大殿与日本唐招提寺金堂即可见到（幻

灯片１）。这两个建筑形制相近，经常会被大家拿出来相提并论。我们从立面上就

可以看到，在檐下这个位置，中国古建筑的斗栱层交织了很多，中间有这种所谓的

补间铺作，在柱头之间还有斗栱伸出来，它纵横交错的木方还是很多的。从这个图

上就可以看到，相较之下，日本的唐招提寺就很简约，它只有直斗和素方，这个就

可以看出它们环扣的程度不一样。

　　我们再从剖面上来看，明显就可以看到，在唐招提寺金堂的初始的上部结构

比较纤细，这个是它的断面，这个是剖透视图（幻灯片２）。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作为主承重结构的大梁，中国的建筑是把它交织、编织到了纵横交错

的斗栱之中，并且在上部重力作用下，形成一个刚性很强的整体。而日本的唐招提

寺的原始结构，上部梁架只是简单地搭置在这上面，没有繁复的交织、编织的构

造。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使得唐招提寺上部结构的变化是很多的，早期的情况，包



第70届 SGRA论坛	 共议木结构古建筑的修复与保护

S
G

R
A

 　
　

r
E

P
O

R
T
	  

no. 
103

34 © 2024 SGRA

括元禄重修的时候，明治大修的时候，以及前些年的平成大修，都做了各种各样的

变更。

　　事实上中国非常重视刚性层，尤其是成熟发展之后。如佛光寺东大殿及之后的

辽代建筑，应县木塔就是一个水平分层的结构，一层明层，然后在上面一层暗层，

	　幻灯片１

结构逻辑的差异由对比中国佛光寺东大殿与日本唐招提寺金堂可见。

中国：佛光寺东大殿 日本：唐招提寺金堂

法隆寺金堂等结构也类似于此

	　幻灯片2

日本 唐招提寺金堂（结构复原）

中国 佛光寺东大殿剖透视图

中国 佛光寺东大殿结构

日本 唐招提寺金堂复原模型断面

唐招提寺金堂平成大修添设的桁架结构

唐招提寺金堂上部结构的演变

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开始建造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

	　幻灯片3

应县木塔明层、暗层内景。具有宽敞的楼层使用
空间。 公元11世纪

应应
县县
木木
塔塔
结结
构构
刚刚
柔柔
分分
层层
示示
意意

独乐寺观音阁
公元10世纪

将应县木塔与国际结构工程界当前新型抗震结构及

理论（参见日本东京大学 秋山宏 教授的论著《基

于能量平衡的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叶列平等译）

主要特点进行对照，发现两者在采用刚、柔混合结

构以克服一般现代结构抗震的缺点方面高度一致。

法隆寺五重塔剖面，没有内部具有使用功能的楼层

刚
性

层

日本法隆寺金堂结构
公元7世纪

公元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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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2】［中国专家评论］日本奈良金峯山寺二王门古建筑保护维修讨论	 永 昕群

这个暗层里满布环向和径向斜撑，就构成了刚性层。这种一明一暗、刚柔分层的结

构是具有非常好的抗震能力的。我把应县木塔和国际工程界当前新型抗震结构及理

论进行对比，发现两者在采用刚、柔混合结构来克服一般现代结构抗震的缺点方面

是高度一致的（幻灯片３）。这个结论也参考了东京大学秋山宏教授的论著。应县

木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内部各个楼层都是可以使用的，是五层大殿摞在一起。而

日本的木塔中间是有中间柱的，没有使用功能的楼层，本质上可以说是单层塔。多

层建筑独乐寺观音阁也是同样，独乐寺观音阁的结构明显也是分层，并且它的斗栱

层也是木方格构式交叉，类似井干式，刚度非常大。而作为对比，早于它 300 年

的法隆寺的金堂，就没有像它编织得这么严密的结构，这种情况应该是几百年内结

构发展的结果。

2.中国现代的古建筑保护修缮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现代的古建筑保护修缮，它开启于 1930 年的中国营

造学社。朱启钤先生提倡建筑师与传统工匠结合，中、外学者共同参加。包括日本

很多学者，如关野贞先生就积极参加了学社的活动。学社重刊了宋代的《营造法

式》，还对清代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做了补图，并对各地古建筑做调查，发

现了独乐寺辽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唐代遗构，还做了一些古建筑保护实践

的早期工作。

　　官方的机构主要就是 1935 年成立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它发展到 1949 年

之后成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经过多年的发展，到 2007 年改名为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就是我所在的机构，它是中国中央的文物保护科研设计机构。当然，还有

其他各省的古建筑保护研究机构。

　　中国的建筑保护事实上从 1950 年代开始就做了很多重要工作，早期以形制复

原的方法为主，包括南禅寺大殿以及奉国寺大殿的修缮。永乐宫迁建类似于日本的

“解体修理”，区别是它是在异地重建的。在 1980 年代末期以后，从 1990 年代开

始，中国的古建筑就倾向于现状保护了。典型的例证有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修缮，

还有前些年完成的平顺天台庵大殿的修缮。对于特别重要的建筑，如五台山佛光寺

东大殿和山西应县木塔，现在主要是做详尽的调查研究，进行变形监测，在此基础

上论证方案。包括北京故宫养心殿这几年也一直在做研究性保护的工作。　

　　早期的形制复原，如福州华林寺大殿，类似于日本的新药师寺本堂的修缮。目

前重要古建筑“形制复原”的修缮是很少的，强调的是现状保护。同时，落架大

修的做法很少，大部分是现状修缮，最小干预。并且是以屋顶修缮居多，个别残损

严重的建筑会根据木构架歪闪情况，在必要情况下挑顶后拨正屋架。极少数的倾斜

严重古建筑会抬升大梁后调整屋架，即局部落架。另外，中国的古建筑修缮一般不

会发掘基础。近年，对于特别重要的需要修缮的古建筑，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坚持

研究与监测先行，非常的谨慎。　

　　我们可以看到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对于南禅寺大殿的修缮（幻灯片４）。

这是 1953 年的原状，1975 年根据研究，按照唐代的风格与形制进行复原。这是

1950 年代复原研究时做的带彩画复原在内的原状模型。下面是奉国寺大殿，它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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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 1990 年代修缮的，也是老一辈专家做的。他们把大梁抬升起来，调正变形的

斗栱层后再把大梁放回去。但是这个项目也是在局部，比如正立面的隔扇门上做了

形制上的复原。

　　现状保护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是 1990 年代完成的观音阁的修缮（幻灯片

５）。因为它在地震之后变形非常严重，所以在暗层之上采取了局部落架。局部落

架是一个原则，但在实施过程中还有不同的调整。最后完成的结果跟原状是非常接

近的，做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保护的状态。比如说一层后檐这根柱子，它本身发生

倾斜，修缮时墙没有动，把柱子调正之后，把原来倾斜的位置也标识了出来。这是

余鸣谦先生主持的项目，方案和施工主要是杨新老师等人的工作（幻灯片５）。 

　　最后我向大家展示一下中国早期建筑的一些器物和图像的形象，包括东汉的陶

楼、北魏的石椁、隋代陶屋、唐代法门寺舍利函的单层塔等的形象。到了北宋《太

清观书》图上的太清楼的形象，就跟流传下来的建筑遗存独乐寺观音阁很像了。

　　以上就是我简短的讨论，谢谢大家。

	　幻灯片4

南禅寺大殿正面照片 1953年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 南禅寺大殿1975年修缮竣工后外观 2019年摄
（祁英涛，柴泽俊等）

南禅寺大殿复原研究模型 1950年代中期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制藏）

南禅寺大殿之修缮重修于 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

奉国寺大殿之修缮大殿梁栿吊起，修缮变形与残损斗栱，之后再将梁栿归位

修缮前的大殿外观 大殿修缮竣工后外观，立面及鸱尾做了形制推测复原 2020年摄
（杨烈，梁超等）

	　幻灯片5

独乐寺观音阁 修缮前

独乐寺观音阁 修缮后 （余鸣谦，杨新等）

独乐寺观音阁 上层拆落，局部落架

底层墙体不动，柱子调正

独乐寺
观音阁
之修缮

落架

“现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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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德罗・马丁内斯（Alejandro Martínez）

【欧洲专家评论】

日本木结构古建筑保护的
特征：	从与欧洲的比较谈起

亚历山德罗・马丁内斯
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助教

 ［原文为日语。翻译 ：于 宁（东京大学）］

１.	木结构古建筑保护的困境：	
对变形进行修复还是保留

　　我走访了日本和欧洲各国的木结构建筑的修复现场，调查了各个现场在何种思

考之下进行修复。关于本次企划，对于不同点的关注会比较多，但我个人感到其实

共同点的地方更多。当然各个现场的具体情况会有不同，但我认为在根本性的思考

方面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比如，日本最多被提起的特征就是“落架大修比较多”。但在欧洲也可以看到

很多跟日本的落架大修相类似的事例。并非只在日本进行这样的修复。

　　在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落架大修时，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去认识建筑物发生

的变形与倾斜。如果以彻底修复变形与倾斜，将建筑物恢复成完美状态为目标的

话，那我认为落架大修是最为合理的修复方法。但是，如右侧照片（幻灯片 1）中

的建筑所示，倾斜与变形反而是体现建筑价值的一部分，是构成建筑本身存在的一

个重要因素的话，那我认为为了保持该状态，不采用落架的方法，而是采用内部加

固等其他修复方法才是比较合适的。在欧洲是根据具体建筑进行判断的，所以这两

种事例都能够看到。

　　可能保留倾斜的状态进行维修的方法比较主流，但像左侧照片（幻灯片 1）中

的建筑所示进行落架大修，将倾斜全部修正的做法也被经常使用。

　　我稍微介绍一下左侧的建筑。它是位于俄罗斯基日岛的教堂，是使用了将圆木

组装成墙壁的木屋建造方法的建筑物。将修复前的建筑与最初的剖面图进行对比的

话，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圆木逐渐腐朽掉

落，向左发生了严重的倾斜沉降。

　　历史上某个时期，据说是以保留沉降状态的方针对建筑物进行过修复。当时在

内部置入了铁制的框架，将当时的样态进行固定，以此来进行修缮保护。但随着沉

降的加剧倾斜也越来越严重，于是调整了维修方针，开始要对倾斜进行修正。具体

讨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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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是将建筑从下向上抬起，按层拆解并进行重新组装。按照从下往上的顺序将各

层拆解，修正全部的倾斜与变形后进行重新组装。虽说它是分层进行拆解与重新组

装，看似与以落架大修为主流的日本不一样，但从最终修复的结果上来看，我认为

它与今天我们看到的日本二王门的落架大修的原理是相同的。

　　我再介绍一个落架大修的事例。它是西班牙的建筑，1 层与 2 层是石造的，用

石材筑成墙壁，3 层与 4 层则全部为木造的这样一个结构（幻灯片 2）。3 层与 4

层因沉降而造成了严重的倾斜，发生了严重的变形。于是采用了解体后修正全部变

形进行重新组装的落架大修的方法。这样的事例不仅在俄罗斯和西班牙，在欧洲各

国均能看到，根据需要也会进行落架大修。

　　此外，在变形对结构的稳定性不会产生直接影响的情况下，也存在保持严重变

形的状态将建筑进行保存的方针。下一个事例是乌克兰的圆木结构教堂（幻灯片

３）。

　　看了剖面图就会发现它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它地基较弱，向右发生了严重倾

斜。因此建筑整体也逐渐开始向右倾斜下陷。

　　如果在日本的话，对于发生如此程度变形的建筑恐怕是要进行落架大修的，但

也可以认为变形状态才是古建筑的应有状态，于是便按照该状态将其进行了保存。

而且建筑内部有壁画，是直接画在圆木上的。如果进行落架大修的话，有可能会损

	　幻灯片1

木造建築遺産保存におけるジレンマ：変形を修正するか、残すか

dilemmas in the conservation of wooden built heritage: correcting or accepting deformations

	　幻灯片２

変形を修正した修理の事例

repair correcting de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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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3】［欧洲专家评论］日本木结构古建筑保护的特征：从与欧洲的比较谈起	 亚历山德罗・马丁内斯（Alejandro Martínez）

毁这些壁画，所以就在内部置入了新的木结构框架，以保留目前状态的做法对建

筑进行了保存（幻灯片 4）。但这也只是一时的对策。今后如果变形持续恶化的话，

可能就会采取其他方法也说不定。目前该建筑是以此方法进行了加固的。

２.修复时应遵守的“保存原则”
　　刚才讲到的“是落架大修”，“还是接受变形进行加固”，都是关于修复方法的

问题，不论采取何种方法，在修复时需要遵守各种规则。就是为了不对建筑的文化

价值造成伤害的基本规则。这样的规则也被称作“保存原则”。

　　从保存原则的视点进行比较的话，我认为欧洲与日本共通的地方是非常多的。

这并不是说日本模仿欧洲的做法，我认为可能是欧洲的专家与日本的专家在漫长的

历史当中经过无数次的试错之后均开发出独自的修理方法，但从结果上看最终都导

向了相同的结论。

　　大家请看幻灯片 5。保存原则除了这里写的内容以外还有很多，但此处主要举

出这 6 项。尽可能“保存旧材料”。采取具有“可逆性”的方法，即采取在之后可

	　幻灯片3

変形を残した修理の事例

repair accepting deformations

	　幻灯片4

変形を残した修理の事例

repair accepting de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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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恢复至从前的方法。注重“新旧的调和”与“新旧的区别”，是指在取用新材料

时，比如更换构件时，如果旧的构件与新的构件过于不同就会破坏整体的和谐，同

时也需要在调和的基础上选择可区分的构件。此外还有优先进行“基于传统技术的

修理”，以及采用“实证性的方法”等原则。

　　我们再看一些细节的地方。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图片，左侧是日本修理事例的照

片，右侧则是欧洲的修理事例。比如“保存旧材料”方面，在日本连像椽木这样

比较细的构件也不会整根替换，而是会通过接合等方法进行细致的修补，尽最大可

能努力对其进行保留（幻灯片 6）。但对于腐朽的木材则基本采取替换的方针来进

行修理。

　　而右侧照片中的欧洲事例，虽说是比较少见的情况，但有时候会对腐朽的部分

进行保存。在这个事例中，梁的末端已经腐朽，但并未将其替换，而是使用树脂等

对其进行处理，通过各种科学方法将其原样保留。

　　接下来的事例是日本某殿堂后侧墙壁的修补事例（幻灯片 7）。这里也尽最大

可能努力将旧材料进行保留。结果就是因新旧材料混在一起而形成了具有拼凑艺术

效果的外观。这在古建筑中是比较常见的。

	　幻灯片5

古材の保存

retention of old material

可逆性

reversibility

伝統技術による修理
repair through traditional 

techniques

新旧の区別

distinguishability

新旧の調和

harmonization

実証的なアプローチ

scientific approach

保存原則

conservation principles

　幻灯片６
出处（右侧图片）：

Tampone,	
Gennaro(2002)“Copertura	

e	controsoffitto	lignei	
tardo	ottocenteschi	del	
salone	delle	feste	di	Villa	

Demidoff	a	Firenze”,	
Strutture	di	Legno	-	

Cultura,Conservazione,	
Restauro,	De	Lettera	
Editore,	p.144-157.

古材の保存

retention of old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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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3】［欧洲专家评论］日本木结构古建筑保护的特征：从与欧洲的比较谈起	 亚历山德罗・马丁内斯（Alejandro Martínez）

　　右侧是在开始时给大家看过的俄罗斯基日岛的教堂的事例，因为认为拼凑艺术

效果的外观并不美观，所以并未进行细致的修补，而多是将腐朽的圆木整根进行替

换。我认为可以说日本比较执着于对旧材料进行再利用。

　　接着讲“新旧的调和” （幻灯片８）。左侧是日本的事例，将替换的构件刷成古

色，让它的颜色接近旧材料。对于表面加工的基本方法也是为了让其接近旧材料而

使用相同的工具对其进行加工。而右侧欧洲的事例，虽然替换的材料在形状与尺

寸、外观上都接近旧材料，但基本不会将其刷成古色，也不会使用传统工具对其表

面进行加工。所以可以说日本更注重调和。

　　而在“新旧的区别”方面，日本会在替换的新构件上印上表明修理年代的文

字（幻灯片 9）。但有趣的是，印文字的地方是木材接合的位置，所以在修理结束

时这部分因被接合到内部而被遮蔽。需要在下次的维修，比如说 200 年以后的落

架大修时由专家通过努力去进行发现。

　　而在欧洲并不存在必须标记修理年代的规则，不过也存在类似做法的情况。在

很久以前的事例中有在加固后的材料上写上修理年代的情况。数字写得非常大，人

们从很远的地方都能辨认得出，从这里就能看出想法上的不同。就是说，在调和与

	　幻灯片7

古材の保存

retention of old material

	　幻灯片8

新旧の調和

harm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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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方面，欧洲更注重区别，而日本则更注重调和。

　　关于“基于传统技术的修理”，在日本可能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图

片中是在柱子底部以新木接换腐朽的柱根的情景，是以传统的木工技术进行修补

（幻灯片 10）。能够制作如此复杂的接头，我认为是与日本一直进行落架大修分不

开的。而在欧洲，因为相当多的传统木工技术已经失传，制作这种复杂的接头是非

常困难的，所以通常只能制作更为简单的接头，有时也会使用钢架、树脂和螺丝

钉。

　　最后一点，在今天的现场参观中也提到了，会进行细致的遗迹调查也是日本的

一大特征。在欧洲有时也会进行类似的调查，但程度并没有那么高，所以基本不会

做复原性调查。

　　总结一下，欧洲各国与日本虽说有很多共同点，但要列举日本的特征的话，我

想大概有以下几点。多数情况会在修正变形重整建筑的前提下进行修复 ；在构件保

存方面有非常高的要求 ；在修复时会优先使用传统木工技术 ；修理方法具有非常高

的实证性 ；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学术调查，在此基础上最终会发布报告书等。

　　以上就是我的报告内容，谢谢大家。

幻灯片10
出处（右侧图片）：

Larsen,	Knut	Einar,	&	
Marstein,	Nils	(2000)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Timber	Structures—An	
Ecological	Approach.	

Butterworth	Heinemann.

伝統技術による修理
repair through traditional 

techniques

	　幻灯片9

新旧の区別

distinguish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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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市民评论】

市民对于文化遗产修复与保
护的期待

盐原 维罗尼・弗里德里克
BMW GROUP Japan／SGRA

 ［原文为日语。翻译 ：于 宁（东京大学）］

（１）作为普通市民所期待的事
　　我是盐原 维罗尼。受到会议主办方的委托，我今天主要负责传达作为普通市

民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我认为文化是从人类社区中产生的，而人类社区深受环境

的影响。所以人类与地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中，在人类社区中被认定为财产的又分为人、物、事。这里面存在为认定财

产而设定的标准，这个标准由各个不同的社区决定，正因为如此世界中存在多样的

文化遗产，这是非常棒的事情。

　　经济也会造成影响。有的文化遗产就是为了显示经济地位的，当然也有其他类

型的文化遗产，如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人类的实力，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为应该学习、模仿

的样态，而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以新的技艺或表达等推动文化发展，带领我们走

向未来。

　　因为存在超越普通之处，所以我们想要守护它，拥有它，希望它可以更丰富，

我想这就是文化遗产的特征所在。

　　我出生在德国，但我的曾祖父曾经在中国的济南市，当时的济南府开设西医医

院，他作为当时中国皇室的医师工作了 10 多年，还获得了双叶龙勋章。我的祖父

出生在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跟随家人一起回到了德国。我今天把双叶龙

勋章带来了，想展示给大家。可能很多中国人也没有见过。我们家深受中国文化的

影响，祖传三代一直小心珍藏着这份文化财产。我们全家聚在一起时都会去吃中

餐，可见我家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

　　我在德国的时候每年都会有一次使用筷子吃饭的仪式，我从 1 岁起就学会了

用筷子。

　　我认为每一个普通市民都拥有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观，在接触到文化遗产时都会

涌现出感动之情。所以在这次的报告中由我来代表各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

	 盐原 维罗尼・弗里德里克（Vroni F. Shiohara）

讨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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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我再次感受到了深深的责任感。

　　作为一名普通市民对文化遗产以及文化遗产的专家有什么样的期待，我对这个

问题进行了思考。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文化遗产的故事性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专

家们能够向我们明确传达文化遗产背后的价值观。专家们如何去传达物、人、事是

非常重要的，根据他们的表达我们能够感受到文化遗产的“宝贵性”与“独特性”，

情绪会变得昂扬，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社区的骄傲，我们也可以与社区以及将之传承

下来的先人们产生更加紧密的认同与联结，所以我认为专家们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责任重大。

（２）让文化遗产更贴近市民的方法
　　我想谈一下让文化遗产更贴近市民的方法。

　　我读博士的时候曾经重新创作过桃山时代高台寺莳绘的盒子。实际保存下来的

那个盒子的盖子上是涂了漆的，但上面的莳绘完全掉落，满是伤痕。金粉也彻底掉

光了。于是我用漆重新创作了已经不复存在的莳绘图样。然后使用在 20 年前还是

非常新的 3DCG 技术将我仿照真品重新创作的作品进行了数字数据化，同时也对

古旧的真品制作了 3DCG 图形。

　　因为我认为用“眼”看是与切身感受相关联的，于是我便策划了这项研究。

莳绘图样基本已不复存在的真品，自己重新制作的接近当初原本样貌的新品，使用

当时流行的３DCG 技术对实际上难以再现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本状态进行的再现

创作，我将这三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想要比较出它们的优缺点。

　　运用３DCG 制作的图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看，也可以从同一角度、

相同光照下一一对照观看，但因为它不是实物，在用眼观看时，只能将之识别为影

像而已。然后结论就是，将重新创作的新品与真品实际摆放在一起时，可以切实感

受到时间上的差别。表面布满伤痕、金粉全部掉光的古旧真品与制作精美的新品放

在一起时，其表面对光的反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然后我切身感受到在古代人们在

观赏真品时所涌现的不同情感。

　　这成为了让我对应该保存什么，以及作为人类应有的样态是什么进行深度思考

的契机。在深受感动的同时，也切实让我感受到了其中的困难，比如，什么样的活

动才是对人类的未来有用的活动，仅仅是保护文化遗产是否足够，通过不断再现来

与古代人共享价值观这件事是多么的有意义，但也非常困难。

　　因此我非常希望各位老师可以告诉我各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再现制作方

面各自的想法是什么。

　　日本的伊势神宫有一个规定，就是每 20 年会将全部社殿进行重建（编者注 ：

式年迁宫）。就是说在古老的森林中会重生出一个崭新的建筑。如果在重建的前一

年前去参拜的话，还能看到茅草屋顶上长满各种杂草的样子，能够感受到 20 年的

时间差。

　　在德国，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教堂会根据各个时代的潮流而对教堂内外进行粉刷

维修。并不是要去维持原来的样貌，而是接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明年可能会刷成粉

色，而 30 年后可能就会改成黄色，内部的话，有的时期是昏暗的，而有的时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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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4】［一般市民评论］市民对于文化遗产修复与保护的期待	 盐原 维罗尼・弗里德里克（Vroni F. Shiohara）

是明亮的。在科学分析技术成熟以后，人们开始对被重复粉刷了 20 次至 30 次之

前的最初的状态产生兴趣，在我开始进入修复行业的 23 年前也已经开始运用恢复

成最初颜色的修复技术。将覆盖在原本颜色上面的各层涂料全部清除，恢复至最初

状态的修复工作已经持续进行了 20 年，在城市中通过看到当时的状态而去感受时

代的变迁，这对游客们也很有吸引力。

　　在文物保存方面，基本认识是以“保存现状”为原则，仅进行最低限度的介

入，但听了今天的报告后，其实也是对每个个案进行具体判断然后选择最适合的维

修方法。所以我希望各位老师能将各国的想法向我们做一个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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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原女士就各国对彩绘问题的想法提出了问题，能请各位老师进行回答吗？先

有请竹口老师回答。

　　日本的话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室内的彩绘基本上是采取维持现状的态度。

而对于外部的彩绘，我认为在最近 20 多年里多倾向于进行复原，但最近几年我感

觉对于外部的彩绘也开始变得更加慎重了。可以说日本现在刚好处在过渡期。但

是，正如大家知道的，在日光表现出了对于浓烈彩绘重新上色的理解态度。当然，

重新上色也存在着相应的问题，对此也是根据想法不同而有差异。对于重要的东

西，特别是内部的彩绘，除了建筑之外，还涉及绘画与美术品的问题，有时候会接

受其他方面的指定。

　　谢谢。接下来有请韩国的姜老师。可以请您介绍一下韩国的方针吗？

　　是的，在韩国修复文物时，经常会使用“古色丹青”一词，直到 1990 年代

为止，人们仍然刻意使用古色丹青。为了使颜色变淡，当时经常会故意涂抹墨汁或

黄土等物质，以使构件看起来更加古老。然而，目前文物修复的趋势是更注重构件

金

竹口

金

姜

提问答疑 总主持人 ：李 晖（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准研究员／ SGRA）

主持人　 ：金 玟淑（ 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 民间等共同研究员／
SGRA）

回答者 ：
竹口泰生（日本奈良县文化财保存事务所金峯山寺出张所 主任）

姜 璿慧（韩国传统建筑修理技术振兴财团 企划行政团队负责人）

永 昕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研究馆员）

亚历山德罗・马丁内斯（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助教）

盐原 维罗尼・弗里德里克（BMW GROUP Japan ／ S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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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物本身的真实性，因此正在研发与古代颜料相似的天然颜料，从而进行更准确

的匹配。此外，修复的方法也在发生变化，不再刻意使用古色颜料。

　　好的，谢谢。中国的永老师，可以请您谈谈中国的情况吗？

　　中国的文物方针，其实跟刚才盐原女士提到的很像，最近也有一些变化，更加

注重保护利用。就是说，古代的遗产如何在现代的社会中能够让它发挥一种活的、

能动的方面。所以在不同类别的遗产方面可能会有不同的政策。对于历史价值比较

高的建筑，实际上跟竹口老师提到的差不多，我们也是以保存现状为主要目标，减

少干预，因为已有的很多保护案例表明，我们以前以为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干预，到

后来很多情况下有些做过了，所以我们现在也谨慎地注意到这一点，如果过度之后

就很难弥补。所以现在提倡对遗产的监测和深入研究调查，在此基础上再谨慎地制

定保护方案。对于一些比较晚近的具有实用功能的建筑，则更关注功能的活化、重

视利用。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马丁内斯老师，如果您有补充评论的话也请您讲一下。

　　对于建筑的彩绘，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地区与时代的不同，想法也会

有很大的差异。现在通常采用的方针是不进行重新上色，但依然存在连同内部也进

行重新上色的地区，并不存在统一的概念或规则。

　　比如说在木结构建筑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后世会对外墙粉刷原本并不存在

的白色涂料。在某个时期出现的情况特别多。然而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这段时期，

大多又会在修复时将白色涂料清除，将之复原成原来的样貌。而到了现在，开始认

为后来粉刷的白色涂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故而越来越倾向于将其一起进行保留。

　　关于仿古漆，刚才也给大家看了一些相关的幻灯片，基本是不会这么做的。因

为在欧洲，将修复的部分明确展示给大家的想法还是非常强的，当然这个做法会对

建筑的设计产生一些影响，但依然不怎么会刷仿古漆。以上就是我的回答。

　　谢谢。接下来进入观众提问环节。李老师，观众们有没有提出什么问题？

　　现在大概收到了 20 位观众的提问。大家问题都写得非常细致，但因为时间的

关系没办法把全部提问都读一遍，所以我把其中一些共通的问题总结到了一起。

　　因为参加今天论坛的很多都是普通观众，所以我优先向老师们提问整体性的问

题。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再向竹口老师就现场的具体修理方法的相关问题进行提

问。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每个老师都相关，想请各位老师从本国的情况

出发对今天现场的落架大修再发表一下评论。

　　我并不能代表日本进行发言，仅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谈一谈。关于二王门，我刚

才也在现场谈过了。当然需要从文化遗产的角度进行考量，但也要考虑到周边的环

境与预算等的实际状况，要考虑到这些各种各样的条件。

金

永

金

马丁内斯

金

李

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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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马丁内斯老师的发言中使用了“可逆性”一词，日本建筑的特性之一便

在于其具有的“可逆性”，这也是在落架大修方面的一个优势。因为木造结构基本

上是由钉子和木构件组装而成，其特性之一便是易于解体。

　　另一方面，刚才提到因为解体而已经不复存在的土墙，这部分要想进行原样保

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根据其重要性，具体情况具体应对。对于重要的墙壁当然

也会想要去进行原样保存，但对于这次的二王门而言，刚才在现场也提到，因为土

墙是在昭和大修时新建的，其历史重要性并没有那么高，根据这个判断我们采用了

常用的解体修复的方法。我们计划最后会使用相同的传统技法重建土墙。

　　谢谢。韩国的姜老师，您怎么看呢？

　　好的，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目前韩国的文物修复也是倾向于最小化修复。刚才

亚历山德罗老师提到了欧洲的保存原则，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可逆性，我们对文物

的落架维修非常克制，并且对刚才所展示的构件诊断进行持续研究。关于研判修复

的必要性时，当然会进行实地调查。如验证构件或文物周围的情况，文物的损坏程

度等。但实际上修复通常是因为存在结构性缺陷，因此文物研究院会持续进行与结

构性缺陷相关的工作。由于有发行了的定期检查、特别检查以及安全诊断等报告，

因此会确认所有相关资料并再次进行现场结构缺陷调查，以便进行落架维修。最

近，我们只进行了韩国宗庙正殿屋顶的修复工作，但现在已经进入了需要进行落架

维修的阶段。我们的员工已经对支柱和重要构件进行了无损检测，现在文物委员会

正在对落架维修进行判断当中。

　　此外，构件的重复使用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原则上倡导尽可能重复使用，但

是即使需要进行补充新构件，也应尽量保持与原始构件相同的技法与质地。通常，

补充的构件主要以木材为主，因此我们还会测量是否是相似的含水量、相近的年轮

年代、树种及产地，以及强度等因素，以更好地选择与原构件性质最接近的新构件

来替换。然而，即使我们尽可能地选择相似构件来替换，我们也会发出指导，要求

对新件做出火烧烙印或标记以便日后识别。

　　盐原女士，在听了各位老师的回答后，如果您还有疑问的话，请继续提问。

　　果然多数情况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各国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应该都还不足

百年，同时涌现出各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对于应该保留样态的思考也在发生变化，

我想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如今已是信息社会，通过电脑可以实现各种操作。对于大容量信息的保存也变

得更加容易。所以在进行各种调查研究后，将其全部留存给未来也是相对简单的。

但听了各位的评论后，我想到对于留存下来的大量信息的处理工作在今后会不会成

为一个问题。哪怕进行了整理，但因信息量实在是太大，对于信息的正确与否，以

及事实关系的调查会不会变得非常困难呢？

　　但是在看过今天各位报告人的演讲文稿资料后，既然能够向未来保存与建筑相

关的如此细致的信息，我想在 100 年之后无论发生什么，绝对可以重新追溯到原

初的状态。哪怕发生火灾木结构建筑被完全烧毁，我认为也可以实现彻底的再现重

李

姜

李

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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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但问题是是否具备再现的技术。如果技术能力不足，或者拥有这些技术的人不

在了的话，我想再重建完全一样的东西就十分困难了。

　　谢谢。接下来是下一个问题。进行修复时需要恢复至某个时代，但又是如何决

定恢复到哪个时代的状态呢？关于这个问题，刚才姜老师在报告中使用了“原型”

一词，我想问这个原型指的是发现时的现状呢，还是建筑建造之初或最早建立的时

期呢？也希望其他老师可以给出简短回应。首先有请姜老师。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在韩国，文物修复的时代适宜性原则是尊重对当前文物有

合理贡献的所有时代元素。例如，韩国的寺庙从古文献来看，它们的建立年代大多

在 8 到 9 世纪之间。这些可以追溯到 8、9 世纪的建筑，经历了 12、15、16 和

18 世纪的多次修复，因此有许多建筑物得以留存至今。这些建筑通常在不同时期

进行多次修复，但大多数保留了不同时期的建筑构件和风格。

　　因此，在当前的文物修复趋势中，“原型”这个词似乎指的是保留至今的状态，

将其视为原始状态。当然，如果某个时期进行了过多的修复，我们也会进行研究以

将其还原到稍早的时期。然而，对于那些经历了多个时代、多次修复的文物，现在

通常将这些修复都视为重要的传统。

　　谢谢。请竹口老师关联本次的现场进行回答。

　　我谈一下现场的事例。日本基本上也是坚持维持现状的修理原则。刚才提到在

昭和大修时复原了土墙，对此我们也在履行现状变更的程序。也就是说，“维持原

状”在法律上基本上考虑的是“恢复现状”。因此，以此为前提，通过复原提高文

化遗产的价值。而且，刚才马丁内斯老师也提到，通过实证确定可以实现复原的情

况下，就会就是否需要进行现状变更进行协商。最终由专家们经过讨论做出决定。

　　此外还有一点。国外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在日本这些建筑通常是有持有人

的。有的是国家或县持有，但在民间持有的案例中宗教法人或个人持有的情况非常

多。特别是对于现在仍有人居住的建筑，如果向持有人提出要求说要从现在的环境

复原至江户时代的样貌，那会造成持有人极大的困扰。所以在这方面也需要做出充

分考量。

　　下面有请马丁内斯老师。

　　欧洲开始进行文物修复可以上溯至 19 世纪，当时是以复原为建筑建成之初时

的样貌为方针进行修复的。但在当时缺乏明确的根据，出现了掺杂负责修复的建筑

师创作的情况。

　　19 世纪后半期至 20 世纪，观点逐渐发生变化，形成了绝对不做没有明确根

据的修复的方针。其基础即保存现状。所以将所有时代的痕迹全部保留下去成为了

根本性的观点。也存在少数例外情况，比如某个时间点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且根

据调查能够完美地确定该时期的原有状态，仅限于此种情况会进行复原性修理，将

建筑恢复至特定时期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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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有请中国的永老师回答。

　　关于复原的问题，我也是跟各位专家的想法一样，得区分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类

型的遗产。首先要基于它的价值判断，我们要保护它的哪些价值。其次是与它相关

的资料性，对其原状的资料的确切程度。比如对于古建筑，以古建筑价值著称的这

种遗产类型，还是以现状保护为主，因为所谓它在历史上存在的非常兴盛或非常好

的形制，我们事实上是不明确的。并且基于我们掌握的资料，很多的事例都证明最

后做出来的并不是原来的样子，事实上是一种误导，还不如我们把它历次的修缮都

保存下来，作为一个历史信息流传给后世，这才是一个更稳妥的情况。当然了，有

一些因为战争或地震等自然灾害而损毁的建筑，刚好有一些比较完整的测绘资料以

及图像信息，这种情况下进行复原我想大家都是可以认可的。总而言之，还是一句

话，遗产保护是一种非常具有个性化的活动，我们有这么一个“真实性”的概念

作为基本原则，但是我们遇到的情况是各种各样的，我们需要根据各种各样的情

况，针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评估和不同案例自身所有的条件，来灵活地处理这件事，

来把各方面的诉求协调，来达到保护的最终的结果。好的，谢谢。

　　谢谢。时间非常紧张，下个问题请日本和韩国的老师进行回答。

　　现在在现场最前线工作的各位都有哪些职业种类？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

问题是对这些工作人员存在什么样的研修制度，以及他们的工作是以何种方式进行

维持的呢？

　　对于本次金峯山寺修复工程的现场，我作为国家认证的主任技术员，被委任设

计监理与修复工程的运营工作。此外还有两三个助手，大家都是奈良县的职员。从

体制上来说，是作为工程主体的金峯山寺方面提出专业修复的请求，由我所在的

“文化财保存事务所”这一组织作为奈良县的专业部门进行承接。

　　但包括实际施工在内，仅靠这些工作人员是不够的，于是通过雇佣短期工作人

员在现场共同作业。

　　实际上，我们现在雇佣了从事文化遗产以及名胜古迹等修复工作的被称作“堂

宫大工”的木工师傅以及有相关经验的匠人师傅进行修复工作。此外，关于屋顶修

复以及刚才提到的涂装彩绘修复，还有粉刷墙壁的泥瓦方面的修复等，因为在日本

全国都有这些工种，所以通常会把这些修复工作外包给相关的专门业者。二王门的

修复工程也计划以此方式进行实施。

　　此外，二王门所在的用地属于历史遗迹，虽说建在上面的是国宝，但要动其地

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也是在本次修复工程中可能会成为一个重大难题的地方。

刚才也提到过，因为地基脆弱而引发了建筑倾斜，必须要对此进行修复，但在此之

前需要对该部分进行调查。对于该调查，现在正在协商请专门负责地下挖掘部门的

负责人前来协助。目前还没有进入到研修制度方面的讨论，所以就先回答这么多。

　　谢谢。下面有请姜老师。

　　事实上，我们正处于对文物技能人或技术人员的教育进行周密了解的阶段。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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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讨论

李

马丁内斯

李

竹口

李

永

据我了解的情况，韩国有“文物保修技术者”的制度，也有“修复技能者”的制

度。通过接受一定的教育、积累经验，然后通过考试就可以获得相关资格。成为文

物保修技术人员后，需要定期在文物厅下属的传统文化教育机构接受培训。而修复

技能者们也会定期自行举办技能比赛，基本上是每年举办一次。

　　例如，韩国有一种独特的技术叫做“扇子椽”，就是将椽木放置在大角梁的周

围的做法。大木匠们每年都会聚在一起，互相传授绘制扇子椽的方法。目前，由于

技术传承方面存在不足，因此文物厅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此外，例如在搭建草

屋屋顶时，各个地区的年长的居民可能会掌握传统技能，但年轻人却往往不了解这

些技术。因此，为了实现技术的传承，文物厅也在考虑提供区域教育支持和激励措

施，以确保这些技术在各地继续传承和使用。谢谢。

　　谢谢。马丁内斯老师以及中国的永老师，如果关于各自国家还有补充的话，还

请介绍一下本国的情况。

　　那我来回答一下。关于这一点欧洲各国制度也是不一样的，但通常很少会有像

日本这样的专攻文化遗产建筑修复的专家。所以，多数情况下从事建筑设计的民间

建筑师也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不同国家情况多有不同，当然也会有擅

长文化遗产保护的事务所，但通常很少会有专门从事文化遗产相关工作的地方。而

这种制度上的差异恐怕也会影响到调查的水平。

　　中国的永老师，您有补充吗？画面好像卡住了，那稍后再问吧。

　　那进入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本次的现场收到了几个具体的问题。有观众提问今

后出现虫蛀现象应该如何应对，以及如何对地基进行加固等。

　　现在才刚刚开始修理工作，所以我想应该还没有到可以回答全部问题的阶段，

但还是希望竹口老师在可能的范围内给出您的见解。

　　都是关于修理的非常具体的问题，也都是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刚才在现场的

最后也提及了相关难题，目前面临着如何处理遭受虫害的主体构件的问题。在对其

解体后，我们的想法是尽可能在对其进行修缮后可以再利用。但虫害的特征是表面

全部受损，如果按照日本历来的方式进行修理的话，它的表面会变成全新的状态，

能看到的部分有可能会呈现出全新构件的样子。这是一个大问题。按照上述做法，

作为核心的中心部分留下来的依然是旧构件，所以当然可以说它是“旧构件”，但

它的外观将会产生与“旧构件”严重不符的情况。寺院方面也设立了专家委员会，

就此问题希望今后可以跟该组织的专家们共同商讨决定。

　　关于加固的问题，有人提出了使用钢架加固的方案，刚才也提到过，关于地基

的加固方法实际上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在确定该部分与历史遗迹调查的关系之前，

在现阶段我还无法给出回答。以上就是我的回应。

　　中国的永老师，请您做出补充。

　　实际上在中国有文物保护责任设计师和责任工程师水平考试的，它是作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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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试。按照中国国家文物局的规定，通过了这个考试，再加上有相应的保护工程

业绩就可以承担这方面的工作。在工匠培养方面有一些协会的培训。还有一种叫非

遗传承人，传统工艺的传承人，如传统木结构营造、彩画等传承人的制度，大致是

在这样一些制度设计上来做技术技能培训的保证。还有一些协会组织的培训班，包

括我所在机构也会组织一些专业的不定期的培训班，做一些培训各保护方面的技术

人员的工作。好的，谢谢。

　　谢谢。现在大家还在给我们提问，但因为时间关系，问答环节到此结束。

　　感谢竹口老师、姜老师、永老师、马丁内斯老师、盐原女士、金老师以及向

我们提问的各位观众。本次论坛持续时间很长，但全程依然有 200 多位观众参加，

我由衷地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长年以来致力于中国与日本的传统木结构建筑的研究，在直面传统建筑的过

程中我一直关注着中日两国想法上的不同以及专家与大众之间认识上的不同，从好

几年前开始就一直想要举办将来自不同世界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论坛。

　　前年在中国天津市始建于中世纪末期的独乐寺，邀请中国的学者以现场直播的

方式举办了线上讲座。今天实现了从日本的金峯山寺进行现场直播，我真的非常高

兴。此外，今天为我们做报告的各位老师，包括我本人在内，作为专家，深切感受

到了刚才盐原女士指出的在向大众传达传统建筑、木结构建筑文化遗产价值方面我

们应该付出的努力与所担负的使命感。让文化遗产更贴近大众，以简明易懂的方式

一边向大众做出讲解一边将其保存下去正是我们今后的工作。今天参加论坛的各位

观众如果也从中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收获的话，那将是我们无上的荣幸。

　　大家如果有意见或感想，请大家填写一下最后的问卷，我们会参考大家的意见

办好以后的活动。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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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简介

讲师简介

■ 竹口泰生／ TAKEGUCHI Yasuo

日本・大阪府出生。京都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同大学研

究生院工学研究科毕业（工学硕士）。1999年进入奈良县文

化财保存事务所工作，作为建筑文物修缮技术员，曾参与高

鸭神社本殿（重要文化财・奈良县）、东大寺法华堂（国宝・

奈良县）、药师寺东塔（国宝・奈良县）、国宝延暦寺根本中

堂及其他建筑１栋（国宝/重要文化财・滋贺县）等日本国家

指定以及奈良县指定建筑文物的保存修缮项目，同时从事奈

良县内的文化财保护工作。2022年起，主持国宝・金峯山寺

二王门保存修缮项目，主任技术员。

■ 姜	璿慧／ KANG Sunhye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博士（建筑学）。曾担任传

统建筑修理技术振兴财团构件调查研究团队负责人，现担任

构件保存部部长（论坛举办时任企划行政团队负责人）。负责

对落架大修等修理中拆卸下来的构件进行系统性的收集与保

存工作，并同时进行调查研究。主要从事佛国寺大雄殿和极

乐殿的复原，凤停寺极乐殿等高丽时代寺院建筑的构架与结

构，以及木构佛殿的再建和再兴的特征等研究。在Springer 

Nature 杂 志 上 发 表 论 文“A Study of the Framework 

Schema of Buddhist Halls in the Early Joseon Period”

（2021）。

■ 永	昕群／ YONG Xinqun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方案审核专家库成员。天津大学建筑

历史与理论专业，硕士，2000年。从事古建筑保护修缮、规

划与保护设施设计，以及中国建筑史与保护史研究。

主持完成四川德阳龙护舍利塔震后加固等修缮设计 ；承德避

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等保护规划 ；辽祖陵太祖纪功碑遗址等保

护棚设计。合著《铁质文物保护技术》，合著《应县木塔保护

研究》，发表《应县木塔科学价值、倾斜变形与保护路径探析》

等论文。译著有《现代建筑保护》。

■ 亚历山德罗・马丁内斯／ Alejandro MARTINEZ

1984年生于日本德岛县。毕业于西班牙纳瓦拉大学建筑学

系。2010年赴日留学。2017年东京大学博士课程毕业。工

学博士。曾供职于东京文化财研究所文化遗产国际合作中心，

自2019年起担任京都工艺纤维大学设计与建筑学系助教。研

究课题为与木结构建筑遗产保护理念及技术相关的国际比较

研究。ICOMOS International Wood Committee (IIWC)

委员。著有《木结构建筑遗产保护论—日本与欧洲的比较视

角》（中央公论美术出版，2019），《文化遗产与“复原学”—

遗迹・建筑・庭园复原的理论与实践》（合著，吉川弘文馆，

2019）等。

■ 盐原	维罗尼・弗里德里克／ Vroni F. SHIOHARA

2008年度渥美奖学生。2001年自慕尼黑工业大学文化遗产

系毕业后，担任瑞士巴塞尔历史博物馆雕刻及油画研究员。

2002年获德国文化厅奖学金赴日留学。2006年东京艺术大

学文化财保存专业硕士毕业，2009年获同专业博士学位。曾

供职于资生堂企业文化部、丰田集团Delphys Interactive公

司全球营销部，自2019年起任职于BMW Group Japan，

现担任金融服务销售及营销部市场经理。供职丰田期间于

2015年获戛纳国际广告节金狮奖。参与策划的各种全球活动

在2014年至2018年间连续5年获社长奖。 

■ 金	玟淑／ KIM Minsuk

2007年度渥美奖学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博士

（建筑学）。现担任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的民间等共同研究员。

研究朝鲜总督府技手小川敬吉担任工程监督时修德寺大雄殿

的修理状况，2008年在韩国举办相关企划展览。2014年获

韩国建筑历史学会松岘论文奖。曾从事崇礼门（首尔），金山

寺本堂（重要文化财解除・冈山县）等受灾文化遗产的调查，

参与昌德宫（首尔）的熙政堂和大造殿的创建时期的内装修

调查。此外，以东日本大地震为契机，在日本沿海地区开展

从地区的历史、文化、生计出发，着眼灾害与未来的事先复

兴城市建设与风险教育交流活动。

■ 李	晖／ LI Hui

2014年度渥美奖学生。2015年获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工

学）学位。2014～2018年，作为奈良县文化财保存事务所

仕样调查员，参与药师寺东塔（国宝・奈良县）的保存修缮

工作。2018～2023年，担任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准研究员，

从事平成宫第一次大极殿院复原研究工作。2023年起，担任

奈良女子大学协力研究员。专业为中国建筑史。合著有《建

筑的历史・样式・社会》（中央公论美术出版，2018），合译

《中国的建筑装饰》（科学出版社东京，20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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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晖
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准研究员／SGRA
※ 以上为本论坛举办时的所属・职称。2023年4月起任奈良女子大学协力研究员。

　　第 70 届 SGRA 论坛“共议木结构古建筑的修复与保护”于 2023 年 2 月 18

日（周六）下午 1 点在日本奈良县吉野郡吉野町的金峯山寺准时举办。本论坛从

日本国宝金峯山寺二王门的保护维修现场进行实况直播，为包括以全世界 SGRA

会员为代表的大众在内的各位观众提供探讨平台。本论坛由 SGRA 与日本学术振

兴会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C）J190107009“从比较中日木工工具的视角构筑东

亚木结构建筑技术史” （研究代表 ：李晖，2014 年度渥美奖学生）共同举办，本

次也是 SGRA 首次尝试现场直播的方式。

　　论坛在金峯山修验本宗总本山金峯山寺五條良知管长的致辞中拉开序幕。当天

下着小雨，但管长满含深情地向我们介绍了金峯山寺的历史沿革以及在圣地举办本

次论坛的意义。之后，奈良县文化财保存事务所的竹口泰生老师一边带领我们参观

二王门保护维修现场，一边为我们在论坛后半进行的与各国老师的讨论提供了话

题。

　　在奈良县文化财保存事务所金峯山寺出张所的各位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实况直

播从二王门北侧参道开始了。我们按照先观看整体外观再进入内部的路线进行直

播，努力为观众们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感觉。竹口老师首先对工程的整体情况进行了

说明，并介绍了本次落架大修主要原因的地基沉降的情况。关于保护维修时的调

查，主要围绕着木工工具的加工痕迹，以下层屋檐下的斗栱为例进行了详细说明。

直播最后去到了保护棚的 3 层，向我们展示了采伐后因捆绑成木筏而被开了孔洞

的木材被直接用作构件的样态，这部分内容显示了当时建筑营造与构件制作之间的

关系，非常有趣。1 个小时的现场参观不知不觉间就结束了，但这次现场参观让平

时绝不可能的近距离观察成为可能，这应该也激起了各位观众的好奇心吧。据说还

有很多观众也在笔记中记下了很多关于现场的非常宝贵的信息。

　　论坛后半场的讨论在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的金玟淑老师（2007 年度渥美奖学

生）的主持下进行。韩国传统建筑修理技术振兴财团的姜璿慧老师、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的永昕群老师、京都工艺纤维大学的亚历山德罗・马丁内斯老师基于各自的

代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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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记	 李 晖

研究成果及经验，分别介绍了各国在传统建筑保护维修方面的基本情况，围绕着与

以二王门的保护维修为首的日本的异同进行了点评。之后，作为一般市民代表，盐

原 维罗尼・弗里德里克女士（BMW Japan、2008 年度渥美奖学生）发表了对

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给长期从事保护维修工作的专家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启发。

　　最后接受观众提问，由各位老师进行回答。由于时间有限，未能对所有问题进

行一一解答，但我认为实现了与观众的有效交流。

　　本次论坛长达 3 个小时，老师们对于木结构古建筑保护充满了热情，隔着屏

幕进行了真诚而热烈的讨论。相信这份赤诚也传达给了各位观众。

　　首先我想向在维修现场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依然配合我们各种要求的竹口老师，

以及研究调查工作非常繁忙的各位老师们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也切实感受到了自始

至终一直给予大力支持的 SGRA 存在的意义。有 250 多位观众参加了本次论坛，

在感谢各位参与的同时，也希望本次论坛或多或少对大家产生了些许帮助。不仅限

于木结构古建筑的维修保护，在任何领域中都存在专家与民众之间的鸿沟。希望以

本次的尝试为契机，可以让更多的人理解到这个鸿沟，如果能够提高大家哪怕一点

点去填补这个鸿沟的意识，那就最好不过了。

（李晖《第 70 届 SGRA 论坛“共议木结构古建筑的修复与保护”报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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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建輝　2020. 6. 18発行
SGRA レポート77  第15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これからの日韓の国際開発協力―共進化アーキテキチャ

の模索」孫赫相、深川由紀子、平川均、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　2016. 11. 10発行
SGRA レボート78  第51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今、再び平和について―平和のための東アジア知識人連帯を考え

る―」南基正、木宮正史、朴栄濬、宋均営、林泉忠、都築勉　2017. 3. 27発行
SGRA レポート79 第52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 
 劉傑、趙珖、葛兆光、三谷博、八百啓介、橋本雄、松田麻美子、徐静波、鄭淳一、金キョンテ 
 2017. 6. 9発行
SGRA レポート80  第16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中韓の国際開発協力―新たなアジア型モデルの模索―」 

金雄煕、李恩民、孫赫相、李鋼哲　2017. 5. 16発行
SGRA レポート81  第56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人を幸せにするロボット―人とロボットの共生社会をめざして第

２回―」稲葉雅幸、李周浩、文景楠、瀬戸文美　2017. 11. 20発行
SGRA レポート82  第57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２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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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襲来と13世紀モンゴル帝国のグローバル化」葛兆光、四日市康博、チョグト、橋本雄、エルデニ
バートル、向正樹、孫衛国、金甫桄、李命美、ツェレンドルジ、趙阮、張佳　2018. 5. 10発行

SGRA レポート83  第58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を結ぶ？『一帯一路』の地政学」朱建栄、李彦銘、朴栄
濬、古賀慶、朴准儀　2018. 11. 16発行

SGRA レポート84  第11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からみた中国美術史学」塚本麿充、呉孟晋　 
2019. 5. 17発行

SGRA レポート85  第17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北朝鮮開発協力：各アクターから現状と今後を聞く」 
孫赫相、朱建栄、文炅錬　2019. 11. 22発行

SGRA レポート86  第59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３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7世
紀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戦乱から安定へ―」三谷博、劉傑、趙珖、崔永昌、鄭潔西、荒木和憲、許
泰玖、鈴木開、祁美琴、牧原成征、崔妵姫、趙軼峰　2019. 9. 20発行

SGRA レポート87  第61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本の高等教育のグローバル化!?」 
沈雨香、吉田文、シン・ジョンチョル、関沢和泉、ムラット・チャクル、金範洙　2019. 3. 26 発行

SGRA レポート88  第12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中映画交流の可能性」 
刈間文俊、王衆一　2020. 9. 25発行

SGRA レポート89  第62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が世界を変える時…？――不都合な真実を超えて」
ルウェリン・ヒューズ、ハンス＝ヨゼフ・フェル、朴准儀、高偉俊、葉文昌、佐藤健太、近藤恵　 
2019. 11. 1発行

SGRA レポート90  第63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４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東
アジア』の誕生─19世紀における国際秩序の転換─」三谷博、大久保健晴、韓承勳、孫青、大川
真、南基玄、郭衛東、塩出浩之、韓成敏、秦方　2020. 11. 20発行

SGRA レポート91  第13回SGRA-Vカフェ講演録「ポスト・コロナ時代の東アジア」林 泉忠　2020. 11. 20発行
SGRA レポート92  第13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国際日本学としてのアニメ研究」大塚英志、秦 剛、

古市雅子、陳 龑　2021. 6. 18発行
SGRA レポート93  第14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西思想の接触圏としての日本近代美術史再考」稲賀

繁美、劉 暁峰、塚本麿充、王 中忱、林 少陽　2021. 6. 18発行
SGRA レポート94  第65回SGRA-V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５回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9

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感染症の流行と社会的対応」朴 漢珉、市川智生、余 新忠　2021. 10. 05発行
SGRA レポート95  第19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岐路に立つ日韓関係：これか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か」 

小此木 政夫、李 元徳、沈 揆先、伊集院 敦、金 志英、小針 進、朴 栄濬、西野 純也　 
2021. 11. 17発行

SGRA レポート96  第66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６回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　 
人の移動と境界・権力・民族」塩出浩之、趙 阮、張 佳、榎本 渉、韓 成敏、秦 方、大久保健晴　
2022. 6. 9発行

SGRA レポート97  第67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誰一人取り残さない』如何にパンデミックを乗り越えSDGs実現
に向かうか―世界各地からの現状報告―」佐渡友 哲、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杜 世鑫、 
ダルウィッシュ ホサム、李 鋼哲、モハメド・オマル・アブディン　2022 .2. 10発行

SGRA レポート98  第15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はいかに作られ、モダンはいかなる変化を生ん
だのか？―空間アジアの形成と生活世界の近代・現代―」山室信一　2022. 6. 9発行

SGRA レポート99  第68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夢・希望・嘘―メディアとジェンダー・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関係性
を探る―」ハンブルトン・アレクサンドラ、バラニャク平田ズザンナ、于寧、洪ユン伸　2022. 11. 1発行

SGRA レポート100  第20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進撃のKカルチャー──新韓流現象とその影響力」 
小針 進、韓 準、チュ・スワン・ザオ　2022. 11. 16発行

SGRA レポート101  第69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７回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 『歴史
大衆化』と東アジアの歴史学」韓 成敏　2023. 3. 22発行

SGRAレポート102  第16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モダンの衝撃とアジアの百年―異中同あり、通底・反
転する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　山室信一　2023. ６.14発行

SGRA レポート103  第70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木造建築文化財の修復・保存について考える」　（日本語版）竹口泰
生、姜 璿慧、永 昕群、アレハンドロ・マルティネス、塩原フローニ・フリデリケ　2023. 11. 10発行

SGRA レポート104  第21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新たな脅威（エマージングリスク）・新たな安全保障（エ
マージングセキュリティ）―これからの政策への挑戦―」　金 湘培、鈴木一人　2023. 11. 15発行

SGRAレポート105  第71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20世紀前半、北東アジアに現れた『緑のウクライナ』という特別
な空間」オリガ・ホメンコ、塚瀬 進、ナヒヤ、グロリア・ヤン ユー、マグダレナ・コウオジェイ　
2023. 10. 30発行

■ レポートご希望の方は、SGRA 事務局（Tel：03-3943-7612　Email：sgra@aisf.or.jp）へご連絡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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