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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人们追求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目标时，往往容易忽视祖先留下的遗产，忽视我们代代相依的精神
家园。
让人欣慰的是，总有一批先觉和义士率先觉醒并自觉承担起反思、呐喊的责任，以自己的博识和远见
，洞察于前、忧患于前、行动于前、慷慨于前，不惜汗、不气馁、不居功地奋斗着。
时下也是如此——当全球化的飓风向我们袭来时，他们保持着清醒，坚定地守护着民族文化的根脉，
并以开放的态度，面向世界，承担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不囿于我的责任。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能有今天成就，除国家昌盛、政通人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
一批能人志士为之鼓呼奔走，罗哲文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七十年来，他服务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初衷不改，老而弥坚。
可以说，七十载矢志不移，七十载巧思笃行，俨然如文博苑中的花匠，尽心呵护着满园春色。
　　在这翻天覆地的七十年里，罗哲文几乎参与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所有重大事件，很多还是由他
倡议并参与实施的。
从长城保护到大运河申遗。
从历史文化名城到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罗先生惟日孜孜，无敢逸豫，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
做出了杰出贡献。
2009年，罗先生获得了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评选的从事六十年文物工作杰出贡献奖和各个社会团体
授予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七十年工作的充分评价和最好肯定。
　　这七十年的光阴可以从1940年追随梁思成先生算起。
他从一个放牛娃成为梁思成的入室弟子。
他的启蒙之路是极具中国文化色彩的口传心授的传统方式，勤奋敬业、躬身笃行、心无旁骛等这些中
国传统文化赞颂的优秀品质，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七十年来，他遍涉祖国各地，以我的家乡江苏为例，他先后到苏州100多次、常州数十次；至于长城，
我们能说出的地名，他全都到过。
同时，他出版了很多著作向国内外宣传中国的文化遗产，有的文章还被收入小学、中学、大学课本。
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和留存资料，罗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学会了摄影、自己中洗照片，到现在依然背着
相机东奔西跑、爬上爬下，精力和兴趣不让青年。
　　古往今来，凡有大成就者，在成功者的基础上还要具备三个能力。
一是善时，所谓“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二是善始，所谓“以明防前，以智虑后”；三是善疑
，所谓“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今天的大成就者也是如此。
因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阅历，罗先生往往能够独具于众识之前。
目前举国关注的“大运河申遗”，最早是罗先生和一些老政协委员倡议的，现在已经是涉及六省市35
个城市的大事了。
我很同意罗先生在文物保护维修上一贯坚持要有中国特色的观点。
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物古迹也是有体有形、有声有韵》，我专门写信给他，表示赞同和敬佩
。
其实，早在1989年，他就提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保护有形的文物古迹，也要保护无形的音乐、戏曲
以及科学技术、医药技术、宗教风水等“文化活力”，在观念上已经很接近十年之后出现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了。
　　罗哲文先生是文化部的老专家，又是全国政协的老委员；我到文化部和全国政协工作后有很多工
作和他在一起，从他身上得到的教益匪浅。
罗先生出生于1924年，今年已经87岁高龄，依然奔波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线，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
文化遗产的守护者。
在工作中，他提携后进、不吝私藏，以身示范，热情乐观，他真正做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壮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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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还有很多罗先生这样的老专家、老学者，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念不苟
，不堕不移，亲力亲为，积极为祖国建设出谋划策。
他们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致敬和学习。
 　　这本书收集了大量的详尽史料，客观、公正地记述了罗先生的一生，是一部很好的人物传记作品
。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这本书了解罗先生、了解他所追求的事业，进而了解中国遗产保护的历史和现
状；更希望读者朋友能看到我国老专家、老学者们的廓影，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召，被他们的事迹所启
迪。
期望有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无怨无悔地追求和奋斗，则中国的文化事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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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哲文是中国当代古建研究第一人、长城研究第一人，也是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倡始人和&ldquo;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rdquo;评选的发起人，参与了国徽设计、北海团城保护、长城等重要事件，是梁思
成、林徽因的学生。
从1950年开始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几乎经历了新中国文物保护的所有重要事件。
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
 本书作者张海燕，笔名张天骥、凡夫，出生晋中，经历军人、报人、出版人，参与编著《中学生艺术
素质教育大百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大百科》等。
作者查阅千余种图书、报刊资料，历时三年精心撰写而成。
回顾和评价了罗哲文1924年到2009年间的生活、学习、工作经历，史料翔实、评价客观，是一本可读
性和学术性兼备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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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罗哲文于1924出生在川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关于罗哲文的祖籍，已无稽可考。
唯一涉及这一资料的《罗哲文》（中国文物出版社2006年9月，本章的初始资料均来源于该书）语焉不
详，这本书里只是说罗哲文祖上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沿着长江溯江而上的客家人。
从这本书能够得到的资料以及它的出版背景推测，文章的内容可能得到了罗哲文的认可，这就意味着
罗哲文本人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的祖籍。
　　如果罗哲文祖上是客家人，就基本排除了被动迁入的可能。
　　在明末清初的这一次迁民四川中，清政府主要考虑了几个因素：经过多年征战和掠杀，四川出现
了“丁荒”，迁民是客观需要；湖广地区人口压力巨大，“湖广熟、天下足”，大规模的迁民有助于
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大规模的迁入富庶地区的民众，对民族融合、地域文化都是有力的推动。
因此，清廷的这次迁民行动，把主要精力放在湖广地区，所制定的极为优惠的政策，例如对官员的奖
励（“招民垦荒功”）、对迁民的鼓励（赋税的“五年起科”到“永免升科”）等，目的都是为了激
励湖广富庶地区的人口迁移，保证四川地区的快速发展。
不过，由于乡土观念和生活习俗的不同，湖广居民显然不愿意背井离乡，一些地方为了出政绩，枉顾
朝廷要求自愿的一再严令，还是出现了缚民迁移的事件。
　　相较于湖广，客家人的入川热情极高。
“客家大部分于宋末至明初，徙至广东内部以后，经过朱明至清初的生息，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
所占地域，山多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以是，乃思向外移动；恰好当时有四川一省，因为张献
忠多年屠杀，户口凋零，田园荒落，清廷不得已，下谕各地农民开垦，客家农民，得此机会，便跟着
两湖农民，走上川去。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希山书藏1933年11月）　　到了后期，客家人人川的期望已经由开
始的苟延转为“发迹兴旺”，此时政府不再是鼓励，而是阻挠。
雍正十一年（公元1788年），广东龙川赴川的客家人遇到官府阻拦，便张贴了《赴川人民告帖》，表
示：“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
阻拦得我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
”　　同样是入川，客家人和湖广人的态度泾渭。
固然有地理条件的差距在内，但客家人的冒险精神和机会意识，独立、自强的秉性，与湖广及“大槐
树情结”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从康熙十年（1671）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105年间，入川移民达600多万人，其中湖广占25%
，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
，福建、山西、甘肃5%o罗氏先人就在这600万人中，只是无法断定他们将是这些百分比中的哪一个而
已。
　　客家人是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山为主我为客”是客家人这一概念的最初发源。
因此，罗哲文的先人有可能从上述地区的任何一个角落出发，跋山涉水来到四川。
不过，之后的种种经历，说明罗家和云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并因此受惠良多。
　　跟随着入川的滚滚人流，罗氏先人在“宜宾以北、紧靠乐山的边远山区安居下来”。
在“难于上青天”的巴蜀腹地，罗氏先人世代农耕为业。
　　客家人的这种冒险精神，在之后的罗哲文身上也屡有体现，包括他16岁到李庄应聘，再追随梁思
成上北京，选择到国家文物局，终于走出了巴山蜀水，成为全国翘首的专家。
　　罗哲文的父亲罗树培，原名罗明德，出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罗哲文》一书中说罗氏先人
地方“宜宾西北，紧靠乐山”，符合这个条件的，应该是罗哲文的母亲杨氏早年生活过的地方犍为县
。
这可能也是罗树培和杨氏最终走到一个屋檐下的原因之一，起码罗家和杨家有共同熟悉的人物能够起
到牵线搭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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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树培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这对他之后的职业选择和生活都产生了影响。
他幼年曾经上过“时间不长的私塾”（《罗哲文》），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高中毕
业——上过学，却不能以此为生。
由于相对自闭和民族杂居，四川教育在清以前一直落后于全国，从明代正德六年（1511）杨慎之后，
一直到科举制度被废除，四川只出现了一个状元骆成骧。
就此而言，罗树培的教育程度似乎不高，但在当时的四川似乎也说得过去。
　　在读完私塾到21岁的这段时间内，罗树培～直在家乡务农。
清末，由于国家财政接近崩溃，税赋无限量加重，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反被盛名所累，成为全国
税赋最重的省份。
光绪三年（1877），四川各大县的田赋附加税，比19世纪50年代的地丁税增加了9倍，各小县增加了4.5
倍。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由于赋税沉重，“一人一岁得钱17
千文零，仅给衣食。
若遇冠婚丧祭、水旱偏灾，则负债失业，流离转徙。
此民之所以日即于贫，而人口之消耗于此可见矣”。
（光绪《绵竹县乡士志·户口》）　　按照习俗，尤其是到解放初还盛行早婚的川西南，罗树培应该
在17岁左右结婚。
或许是由于家境贫寒，罗树培一直到21岁还没有结婚。
　　宣统三年（1911），罗树培突然“跑去参加了保路运动”，“有意无意地成了改朝换代的参与者
”。
（《罗哲文》）　　这个“跑”字，说明贫穷给罗树培带来了精神、物质甚至可能身体上的压力，迫
使他做出任何改变自己命运的选择，哪怕自己没有足够判断这个选择正确与否的能力。
罗树培的“无意”，就像当年祖辈披荆斩棘来到四川一样——哪怕前途未卜，只要能改变现状就义无
反顾地投入。
　　罗树培的“有意”，可能与保路运动的特殊背景有关。
　　1911年（宣统三年）5月以后，正当民主革命风声激荡，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湖南、湖北
、广东、四川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其中以四川的运动最为壮阔，它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保路运动是因英、美、德、法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勾结清政府夺取已准归商办的粤汉、川汉两路路
权而激发起来的。
借用外债修筑两路的谈判从1908年起已开始进行，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到1910年5月他们才
达成借款协定。
1911年4月清政府代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四国公使议定了借款合同细节，等待各该国政府批准后就
要正式签字了。
要批准这个出卖路权的合同，必须将商办铁路收归官办。
于是，清政府在5月9日下达了“干路均归国有”的“上谕”，5月20日正式签订借款合同。
　　首先起来反对“国有”政策的是湖南。
继湖南之后，湖北群众也行动起来，上书抗争，集会声讨；广东人民在得知“国有”政策后，反应异
常强烈。
也起来进行斗争。
　　“干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群情汹汹，要求抵制。
6月13日丧权卖国的“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原来赞成“国有”的立宪派们，转向了“保路”的立
场，他们在6月17日发起成立“保路同志会”。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受到群众的欢迎，仅仅四天，成都一地签名入会的已超过10万人。
不久。
成都以外地区也陆续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到9月7日为止，成立“协会”的共有64个县。
　　在各地组织保路同志会的过程中，秘密的哥老会会员得到公开活动的机会；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也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罗哲文传>>

不断渗透到群众中去。
就在这时。
以滥杀无辜著称的“赵屠户”——新任总督赵尔丰带着“从严干涉”的命令来到成都。
这时，群众更加怒不可遏，由此导致8月24日从成都开始的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斗争。
　　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一面命端方率领鄂军入川“认真查办”，一面令赵尔丰“切实镇压”。
赵尔丰以有人散布一种宣传君主立宪、地方自治主张的小册子《川人自保商榷书》作口实，硬把“隐
含独立”的罪名扣在立宪派首要人物的头上。
9月7日便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彭芬、张澜等人逮捕。
　　蒲、罗等被捕后，尽管赵尔丰马上贴出“只拿首要，不问平民”，“聚众人署，格杀勿论”的告
示，但成千的群众奔向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
当他们拥向辕门时，赵尔丰下令开枪，并用马队来回驱逐。
当场死者。
经查明的有32人，伤者无法统计。
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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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罗哲文传》还涉及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如“五朝元老”朱启钤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重要地
位、林徽因在李庄的凄惨生活及对罗哲文的精心培养、梁思成保护日本古建筑、清华大学的排外情结
、梁思成与吴晗的冲突、大运河申遗为何由应者寥寥突然转向蜂拥而上⋯⋯如此大量地揭露历史的“
隐私”，在传记作品也并不多见。
　　记录遗产保护七十年沧桑巨变 再现重大文化事件之故事秘辛 　　“七十载矢志不移，七十载巧
思笃行。
”从1940年追随梁思成至今，罗哲文已经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奉献了自己的70年光阴。
《罗哲文传》使人们得以借此了解七十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吉光片羽，向为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奉
献了青春乃至一生的先驱致敬。
 　　罗哲文几乎经历所有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事件，在很多领域都是开创者和意见领袖。
此外，罗哲文还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运河申遗的首倡者之一，主持了赵州桥大修、永乐宫整体搬
迁、布达拉宫首次大修等重大文化遗产抢救功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古建修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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