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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物建筑保护是一项结合了文物学、建筑构造、力学分析、材料应用的综合技术，需要社会科学
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背景。
我国一向重视传统工艺的继承，论著较丰。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逐渐吸收国际上的新材料技术，同时将有关学科的新成果运用进来。
所憾至今尚未出版关于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合理使用现代材料技术的课本类读物。
作者在总结个人实践和国际国内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台湾地区的文物建筑保护技术方法与案例为基
本参考，分木结构、砖材、石材三大部分整理介绍了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理念、材料、使用方法和案
例，融保护理论于丰富的资料介绍。
    本书可以成为建筑专业文物保护方向研究生和文物专业建筑保护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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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　　1.1 古迹修护的目的　　本书重点讨论古迹修护技术，在讨论修护技术前，先定义
和澄清一些与古迹相关的基本概念。
这几个基本问题是：什么是古迹？
为什么要修护古迹？
修护的目标是什么？
如何进行修护？
　　1.1.1　古迹的定义　　首先，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是古迹？
古迹属文化资产的一部分，但在汉语中，“古迹”二字是一个含混的名词，缺少明确的定义，同时也
常与“历史建筑”一词混淆不清。
根据中国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存法”的定义，古迹指依该法指定公告的古建筑物、传统聚落、古市
街、考古遗址及其他历史、文化遗址，如字碑、古步道、水利工程遗址等。
历史建筑指未经法定程序指定为古迹，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建筑物、传统聚落、古市街及其他
文化遗迹。
比较上述两种定义，可知在台湾地区，古迹与历史建筑所指对象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别是是否“依该
法指定公告”。
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存法”对古迹及历史建筑下定义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作为台湾地区依照有关规
定进行管理的根据。
然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资产已普遍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世界
上其他国家对文化资产的分类与定义。
　　在英文中，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笼统如古迹的单词来涵盖所有“文化资产保存法”内的古迹所包含
的对象。
换句话说，英文中并无一个相对于汉语“古迹”的英文单词，而是使用数个单词来代替。
以英美两国为例，过去曾经或现在仍然供人类居住、工作使用的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建筑物称为历
史建筑（historic buildings）；这些历史建筑物经政府法定指定或登录程序者，称为列管历史建筑
（listed buildings）或已登录历史建筑（registered historic buildings）。
那些年代久远的考古遗迹、历史场所，供人们作为纪念、凭吊使用，并已基本上排除提供当代使用功
能者，称为远古文化纪念物（ancient monuments）；这些远古文化纪念物如果经过法定指定程序则称
为列管文化纪念物（scheduled monuments）。
那些仍然供当代人类生活工作使用，而同时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传统聚落与古市街，在该国的环境
规划系统（planning system）下，经政府指定并立法赋予该区某种程度的保护、限制与奖励的，在英国
称为历史保育区（conservation areas），在美国则称为历史性地区（historic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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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台湾地区文物建筑保护技术与实务》除可作为研修古迹维护或历史环境保育相关领域学子之修
护学基本教材外，亦可作为各级地方政府推行古迹保护政策之工作指引，还可作为古迹修护专业人员
执行修护计划时之施工规范，同时也能作为广大关心文化资产保护、有意深一层了解古迹维护之社会
大众的入门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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