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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次是 1954年 3月专程赴广州处理徐

伯郊在香港收购文物及结束委托的问题。
父亲于 3 月 9 日到达广州，仍住在爱群大

厦。10日，父亲去市府与朱光副市长谈让徐伯
郊由香港来广州汇报情况。18日记：“上午 10
时，与蔡秘书同去中国银行与邢经理及港行负
责人项克方晤谈。内容：关于‘古钱币的运入
问题，方法是化整为零，由徐伯郊把珍贵、重
要者，分包成小包，再由港行的往来同志携带
来穗，以策安全。唯时间难定，携带之数量多
寡，视方便条件而定。但由我们办好入境的
海关免验证，以免麻烦。而大件的东西则另
想他法运穗或暂存香港中国银行，带穗之件
则暂存广州中国银行，择便带京。以上办
法，蔡秘书向朱市长汇报后再研究确定。总
之，先让徐伯郊回来汇报情况，以便研究。’
26 日，徐伯郊从香港来函，除了谈包装古币
问题外，还需港汇一万元，经与蔡秘书核对
港汇的账目并征求朱市长意见后，由蔡秘书
办手续汇港。”29 日记：“午后，市府蔡秘书
来电话说，朱市长从昨天到今天都在市委开
会，未来市府，所以给徐伯郊的信他还没
看，但是为了拨款的问题，他往市委给朱市
长挂了电话，朱市长没有什么意见，让我决
定就行了。我们认为仇英的画已经买了，徐
伯郊有些账还未结算，如不给他拨款，他就
无法回穗，所以决定给徐先拨去二万五千港
币，由蔡秘书下午办手续汇港……”

这段时间，父亲等候徐伯郊已近一月，仍
不见其到穗，很着急。4月12日记：“午后返爱
群大厦。接王冶秋同志和张珩同志的来信各一
封。商承祚转来徐伯郊的电报，徐称三日后分
装毕返穗。为何这么多天尚未分装完毕？怪
哉！”24日记：“北京有电报来，是郑振铎局长
的。至市府看电报，郑局长说，‘要接洽办理陈
澄中的书籍。’这又是一个新任务，陈在香港，
而徐又无消息，此事将如何进行呢？确需仔细
研究。”阅电后，父亲去见朱市长，他们对徐伯
郊不按时返穗均不满意。日记字里行间多有焦
虑之词。

4月 30日徐伯郊从香港回到广州，父亲与
广东省文管会主任商承祚接站。日记：“四时，
同商老一起到火车站去接徐伯郊，很不错，今
天他总算来了。我多日来的不安与焦急，今天
算告一段落了！为了便于了解徐的情况，我安
排在爱群大厦与徐同住，不让他再住到沙面的
胜利大厦去。”“晚与徐谈要结束以前的预算问
题，并让他准备提出新的可购目录与新的预
算，一是我们需要了解目前流散在港的还有哪
些重要文物，二是安其心。关于收购陈澄中所
藏那批珍善本图书问题，我让他即行函陈以征
求其意图。他说，在港时，陈已表示要分三批
出手。我认为，陈既因投资失利，急需用款，
最好争取一次解决，既免于这批书籍造成分
散，又免于分批解决，造成书价的变化 （抬
高）。关于在港已购之画，他说，各手续均已交
清，交港中国银行沈同志之画为：陈及之便桥
会盟图一张和张大千的王蒙画。我问他港地现
有的文物情况，他说，盛氏册页极佳，但物主

已把此画押出去，押价加利息，共约三万数千
元。如买该册页，对方要价六万元，似此太贵
了。关于杜秋娘画也如是，对方要价四万
元。如此，则与张珩所谈价格相差一倍。看
来在海外收购流散文物，价格是毫无准谱，
也是无法掌握和控制的，如不严格掌握，慎
重对待，只凭对方信口要价，则必使国家经
费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这点必须注意。我问
他，他的这项收购流散文物的工作，在香港
都有谁知道？他说只有陈仁涛因办理收购他
的古钱而知道，陈澄中因联系收购他的善本
书而知道，并且他与书画界无大关系，还有
张大千，此外就无人知道了。并且张大千因
前次将画卖给我们，已遭到报纸攻击，现在
他自己绝不肯谈出……因为在港尚有剩余款
项，我问他是否尚有可以马上解决者，他说
有，三天内即可办妥返回，但能否如此，我
还需找朱市长商量研究后再定。”

5月 1日记：“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街
上很早就热闹起来了。上午商老来看徐伯郊，
大家谈了一些关于流散在香港的文物情况。午
后又去商老家。在漫谈中商老拿出一些文物照
片观览，在看中竟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照
片中有一张王羲之的行穰帖，徐说此帖现在香
港，可是，在“三反”时，故宫博物院的张宗
良交待出，他曾将此帖盗出，后即追回原物，
现仍藏于故宫，而现在竟又出了一件，究竟孰
真孰假，值得研究。我向商先生要来此帖照
片，以便回京后交给故宫研究参阅。二是，照
片中有沈石田之《放牧图》一张，此画现在我
局收藏，但细看照片，题诗虽然一样，而画面
却不相同。据说此画之题跋皆假。徐说，该画
也在香港。我也将此画照片要回，待返京后交
张珩同志研究参考。由此看来，我国的古代书
画，真赝混淆，有些以伪混真，实需慎重，否
则极易上当受骗。”

5月 2日记：“上午给市府蔡秘书电话，约
与朱市长晤面的时间，约定在今日晚间。晚饭
后即去市府同蔡秘书一起到朱光同志家。我汇
报了在徐伯郊返穗前后的情况与我对工作安排
的意见，以及打算如何妥法结束委托的办法。
他同意我的意见和办法。关于在港余存的款，
根据北京、局里和朱市长的意见，我把这次同
徐研究，可以马上解决者，提出以下几个目
标：1.盛氏画册；2.王蒙之‘夏山商隐’（已带
穗）；3.周朗之‘杜秋娘’；4.赵昌之花鸟，以
这四件画为主 （另有倪瓒之‘溪山仙馆’和明
人‘姑苏图’，可做探询），但与周游谈洽时，
可以他的字卷作为背拉，估计整个价钱可以便
宜些，所拟选的字有：黄山谷写的廉颇、蔺相
如的诗卷；米芾的‘珊瑚帖’；元人字集册；赵
子昂‘妙严寺’。字以此四件为主，其余白玉
蟾、赵子固 （梅、竹、诗） 一门三札，可作为
附带考虑。朱亦表示同意……关于上述几件拟
即购的主要画，除已带穗的‘夏山商隐’外，
都是张珩同志认为极佳、可购之件，而且张函
是经过冶秋同志看过，同意后才寄给我的。王
冶秋同志还表示要以画为主。因此，我与徐伯
郊商定目标，让他马上回港去办……夜晚，再
与徐伯郊研究此次去港所拟解决之物，以及重

点及价格等。他定于四日去港，七日返回。”
父亲于5月3日清晨即给北京郑振铎局长去

电话，告诉他徐已到穗，并拟于四日再去港，
征询他对几件欲购之物的意见。日记：“他说以
盛氏画册为主，其余不在我们计划目录之内者
不要。我告诉他这几件是张珩提出的欲购之精
品。他让把目录用电报拍去，他研究后即复，
乃即将电报发出。”“上午商老同徐伯郊去提取
箱子。我给郑局长写信，以详细汇报近日工作
情况及个人意见……中午他们才从海关把箱子
取回来，徐交来之文物即有：仇英之‘莲溪渔
隐图’一幅，王蒙之‘夏山商隐图’一幅 （解
放前天津有名的京剧票友韩慎光取别号叫夏山
楼主，就是由于他曾藏有此画而成名），附有王
石谷的‘夏山商隐’摹本一幅，新罗山人的

‘美人图’一幅。此外，有陈仁涛之国宝金匮一
只及各代纸币册页18开又二张。还有别人捐献
国家的圣教序帖 （拓本） 一匣。而这次回来所
未能携回的有：陈及之画未拿回，方方壶画尚
未换回，及司马光的手稿共三件。要求他这次
回去，务必把以上三件予以解决……”5 月 4
日，徐伯郊离穗去港。

5月 7日记：“晚八时后商先生来电话，说
徐有电报来，我真是高兴极了，事情的步子总
算还巧合顺利。我到商先生处取回电报，不过
只是在进行的东西价钱并不如意，都跟我们的
要求不同，都是多出去，尤其是盛氏二册少六
万不行，周朗的三万，王蒙的也是三万，其余
还没进行。我根据郑振铎局长电报所示给徐复
电，除盛册与周朗可购外，王画听信再定，赵
昌与姑苏图可进行，其余的画及字就不再进行
了。（九时半发出）我又据此情况补入给郑局长
的函中。”9日，“接徐之电报称，盛氏画册与
周朗画已洽妥。赵昌画要 2.5万，姑苏图要 1.1
万……另珊瑚帖及白玉蟾3.5万可办，让速汇款
去。我将此情况拍电给郑局长，意见如何需速
复。”12日，“上午接市府机要室电话，说有北
京给我的电报，电报是郑振铎来的。内容大意
是：‘古泉带京鉴定。给徐的报酬自委托之日
起，按在港的时间计算，其数目可参考其他机
关在港人员之薪金，由朱市长决定。陈澄中之
书接洽的如何？谭敬的司马通鉴稿等五万能购
否？盛册等均已购妥甚慰……夏山要慎重，必
须先看照片再定。此外，即停止委托关系。’”

18 日记：“接徐伯郊函称：周朗及赵昌二
件已谈好，不过周游在日日拖延，未能马上交
割，是否还有问题很难说。另外，姑苏图要与
马和之的商颂同谈才行，可能不好解决。除此
之外，他以一万五千元买了一卷元人焦粲 （上
有元人十七题跋） 的画，据说是偶然遇到，他
认为甚好，不过是否对，他难肯定，故寄来照
片一份……中午即将照片寄京，并附一函：请
鉴定此画如何？夏山及新罗二画，此地认为无
问题，是否可以带沪，请徐森玉与谢稚柳二位
再鉴定一下，请郑局长即电复。”

25 日记：“晚上爱群大厦来电话说有信。
取回一看，是孙家晋来的，他说，在这次出土
文物展览时，毛主席曾两次到午门楼上去看展
出的文物。好啊，让人兴奋的消息啊！不久，
郑局长的电报也来了。电报说，他们认为焦粲

雪莲图画的很好，可以购买。并问关于陈澄中
的善本书进行的如何？还让把‘夏山商隐’和

‘新罗美人图’带京审定。”
5 月 29 日，徐伯郊由港返穗，古画带回。

日记：“早点后去邮局取出汇来的300万，去省
文化局漫谈。午饭后正想睡一会，但是一点半
后接商先生电话邀去光孝寺拍照东塔施工像。
三时半同去火车站接徐 （刚才接到商的电话，
我以为徐又有电来缓归呢？），很好，徐来了。
出来时降暴雨中途下车避雨 （以免画被淋坏）。
返回后，徐表示各种东西基本带回 （除陈及之
与方从义未到）。但谭敬之物有变，因为押款四
万元，付利息要数千元，其媳不能得到一万元
不肯拿出吴文义的画。他们想不付利息，人家
又因他们拟将画卖出而不肯，因此先将款五万
元退出，俟他们互商好以后再办。据徐说东西
跑不了。另外，他们将梅花道人的‘溪山仙
馆’带回，另有带回‘珊瑚帖’与白玉蟾字。
此外，他又买到张叔厚‘兰彩□’一件一万
元，如不要可退。古钱没带回，据徐说沈怕出
问题太冒险而不肯，不过只要总行同意由他们
分包带穗，一月即可办完，不会有问题。”

31 日记：“接郑局长之复电，同意购买梅
花道人之画，并追问谭敬那司马手稿等三件，
何故有变？又问陈澄中之善本书进行如何，速
电复。至于陈及之与方从义二件，让设法早日
带穗，以清手续。并告税款 2500万已汇出，给
华东之电报也已发出。”

6月 2日记：“上午与蔡秘书同至中国银行
与邢经理晤谈，商定古钱全由中行协助带穗。
但他提出三点意见：1. 以慎重为原则，不冒
险，不强带；2.万一发生意外损失，他们不能
负责，但尽力不使古钱损失为主；3.一切花销
费用都由文化部负责。我强调以保全古钱为原
则，凡不好带或不能带得，一概不带，暂存港
行。他说等项克方同志来穗后再具体研究。邢
经理接沈镛同志来电话说，‘梅花道人’卷，陈
说三四天后始能送来，故不能马上带穗。我们
不能因此这一件再等在广州，乃请邢经理在收
到该画后，即交蔡秘书，暂存朱市长处，俟有
便人即给带京。我将已带穗的四包古钱中的银
币取出（我开收条交该行），我携回大厦后，交
徐当面给我点清。下午和徐伯郊清理账目手
续。”

3日记：“今天是在广州最后停留的一天。晨
即给孙家晋拍去电报，请他转告郑振铎局长、王
冶秋副局长和赵枫主任，我们今日午后动身去
沪。上午去市府找蔡秘书，请他将古钱分包好交
中行邢经理参考，并请他通知沈镛：1.在港行存
放之物（包括押品），除经该行带穗者外，没有
我们的介绍或联系时，一概不付给任何人；2.
说明徐伯郊与我们的委托关系已告结束，将来
有新的变化时，当另有联系和证明等。”

3 日，父亲带回古画等文物离开广州，途
经上海返京。关于此次赴广州，父亲的日记中
说：“这次出差历时数月，诸务繁杂，多事牵
扯，以致迟滞如此之久，所幸徐伯郊办理之事
基本上算顺利完成，虽然几多周折，但总是把
流散在海外的许多珍贵文物收集回来，免其散
失海外。”从日记看，抢救流散香港文物的工作

绝非一帆风顺，相反，要面对许多困难，文物
真伪混杂，需要审慎鉴别，有时需要拍照寄到
北京多方鉴定；还常常要面对经费紧张、海外
文物商的竞争、复杂的政治形势影响等多重考
验。这不仅需要眼光与识见，还需要策略和智
慧，每一位参与抢救流散文物回购工作的人，
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诚如父亲 1954年 6
月 18日日记中说：“我们今天设法把它收购回
来，把散失了的祖国文化遗物再收集起来，予
以妥善保藏，这不仅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与人民
政府的保护文物政策，而且是我们对帝国主义
进行反掠夺战争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力维艰，但
是党和政府仍将保护珍贵文物、遏制文物流失
摆上重要议程。1950年 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令。1951年以后
开始的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是党中央国务院关心支持的结果，国家在财力
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由中央批给专用的外汇，
用于抢救流散海外的珍贵文物，并组织力量启
动流散香港文物回购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对
抢救流散海外的文物收购工作十分关心，1953
年 1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就曾专门观阅近年来所收购的古字画。
父亲的日记记载：“ （14 日） 今天上午接中央
办公厅通知，要我局把近年来所收购的比较重
要比较好的宋元时代书画，选送一部分拿到中
南海，请毛主席及中央首长审阅，我和冶秋同
志立即将字画选送到中南海。为了便于毛主席
观阅，中央办公厅帮助我们把字画陈放在勤政
殿的东大厅，摆好后，时已中午，中央办公厅
即招待我们在那里吃午饭并休息。”“下午二时
后，我们正在东大厅等待，办公厅通知说主席
来了。这时毛主席已从内侧门走了出来，后面
跟随着朱总司令、董老、周总理等很多中央首
长。我们赶紧迎上前去，主席先跟冶秋同志握
了手，又跟我握手。以前我虽然见过毛主席，
但是都是离得较远，今天我和主席面对面站
着，我还握了毛主席的手，心里非常激动。毛
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微笑着望
着我在问我话，我虽然都答复了他老人家，但
是太激动发音很小，主席没听清，还是冶秋代
作了介绍。然后我又和董老、朱总司令、周总
理等许多中央首长握了手。冶秋同志陪同毛主
席，我陪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观看字画。当我
们回到团城以后，同志们听说我见到了毛主
席，还和他老人家握了手，许多同志都跑过来
祝贺我，并争相握我曾和主席握过的手。”
（1953年1月14日日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抢救流散海外文物的工
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成为铭刻在新中国
文物保护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典篇章。今
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重读前辈们带有温度
的信札和文字，他们为抢救文物奔走周旋的身
影仿佛就在身边。从这些流散国宝回归的故事
中，我们感受到党和政府决心抢救流散文物的
文化担当，感悟到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书生报
国、知难而上的家国情怀，更加激励我们努力
做好文物工作的信心。 （下）

2003 年 颁 布 的 《文 物 保 护 工 程 管 理 办
法》 施行至今已近 20 年，对文物保护起到了
积极作用。但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常将文
物保护工程等同于一般的建设工程，将其纳
入本地建设工程管理体系中，从招投标、预
算财评、审计、决算等方面忽视文物保护工
程的自身特性和规律，导致一些项目没有达
到预期效果。如何更好地保证文物保护项目
实施的效果和质量、将文物保护从一般性工
程向研究性项目概念转变，对文物保护工程
项目进行科学合理分类至关重要。

现有分类及存在的问题

通 过 对 比 《文 物 保 护 工 程 管 理 办 法》
《中 国 文 物 古 迹 保 护 准 则》（2004、 2015）、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等具有
代表性的法规文件中的分类标准，可以发现
其中对于文物保护工程的分类体系在实操过
程中存在若干缺陷。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第五条将文
物保护工程分为保养维护工程、抢险加固工
程、修缮工程、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迁移
工程等。

这一分类体系中保养维护、抢险加固、
修缮、迁移是按本体保护性质分类的，而保
护性设施建设属于工程内容的分类，且环境
整治、展示、安全防护等类型是缺失的。

根据 2004 年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以下简称 《准则》） 第四章保护工程有关规
定，对文物古迹的修缮可包括日常保养、防
护加固、现状修整、重点修复四类工程。

《准则》 是按保护技术措施对文物本体结
构的影响程度来分类的，这种分类更适用古
建筑保护，对于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
石刻类文物不完全适合，同时由于对各类型

缺乏准确界定，所以现状修整作为一种修缮
措施似乎在日常保养、防护加固中涉及。

2015 年，根据国际及国内文物保护发展
现状和趋势，国家文物局适时对《准则》进行
修订。修订后的《准则》规定，保护措施是通
过技术手段对文物古迹及其环境进行保护、加
固和修复，包括保养维护与监测、加固、修
缮、保护性设施建设、迁移以及环境整治。

与 2004 年相比，《准则》（2015） 的分类
有两点不同。一是对原 《准则》 中部分类型
进行了重新界定和整合，如加固和修缮部
分；二是增加了新类型，如保护性设施建设
和环境整治。但该分类中保养维护与监测、
加固、修缮及迁移都是针对文物本体结构
的，而保护性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是针对文
物保护内容的。

2018年，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基础上，结合当前形势，出台
了《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其中文
物保护工程分类包括文物本体维修保护，安
防、消防、防雷等保护性设施建设，文物本体
保护范围内的环境治理，陈列展示，数字化保
护，预防性保护，大遗址保护和世界文化遗产
监测管理体系建设。

该分类根据当前文物保护需求和形势，在
保护性设施、环境治理基础上，增加了陈列展
示、数字化保护、预防性保护和监测。看似完
整，但许多类型已超出文物保护工程类型，新
类型又缺乏明确界定，给项目审批管理带来许
多问题。

文物保护工程分类体系研究

笔者建议，可按照保护对象、保护内容、
保护性质、保护项目技术属性等，建立相对完
整科学的多维度工程分类体系。

按保护对象分类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分类
标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按保护对象可分
为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
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壁画及其
他六类。

按保护内容分类

本体保护：文物本体保护指直接在本体结
构上实施的维修和修复项目，包括古建筑维修
加固、古遗址本体结构加固、古遗址防渗、古
墓葬结构加固、古墓葬防渗、石窟寺及石刻结
构加固、石窟寺防渗、石窟寺及石刻本体修
复、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维修加固、
壁画、雕塑等修复项目。

环境整治：环境整治指根据保护规划在
保护范围内所实施的环境风貌整理、治理项
目。包括根据规划对保护范围内建筑及构筑
物实施的拆迁、改造，根据规划保护范围内
实施的植被调整和绿化、组织性排水、岩土
体加固。

展示：展示指围绕文物价值阐释所实施的
标识、导览、布展及为展示建设的基础设施项
目。包括古遗址回填区标识展示、模拟展示，
古遗址局部揭露区覆罩展示，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室内场景再现、室内陈列布展、
展示导览，保护范围内的室外照明、交通组
织、服务设施。

保护性设施：保护性设施指通过附加防护
设施，以消除造成文物损害的自然或人为因素
的预防性措施。包括古遗址、古墓葬整体揭露
区上修建的建筑（遗址博物馆除外）、根据规划
修建的围栏等封围设施、石窟寺及石刻的新建
窟檐等保护设施、为保护文物本体，在文物本
体周边修建的防洪设施。

安全防护类：安全防护项目指围绕文物安
全实施的技术措施。包括消防、安防和防雷。

按保护项目性质分类

保养维护：保养维护指针对文物的轻微损
害所作的日常性、季节性养护，该类项目一般
不会涉及文物主体结构。如除草、除尘等。

应急抢险：应急抢险指遭遇自然灾害和恶
劣气候，导致文物结构突发严重危险时，由于
时间、技术、经费等条件限制，不能进行彻底
维修而对文物采取具有可逆性的临时性保护，
该类项目保护措施不仅限于结构加固，一些应
急措施也可属此类，如用雨布对文物本体的遮
护，在文物周边设置临时排水、防洪设施等。

维修：维修指为保护文物本体结构安全所
采取的加固和治理，包括结合本体加固而进行
的修复项目。

迁移保护：迁移保护指因特殊情况，无法
实现原址保护而采取的整体或局部搬迁、异地
保护项目。由于该类项目的实施直接影响文物
真实性和完整性，所以《文物保护法》第二十
条对该类项目审批有严格规定。

此外，文物复建、重建也是其中一类特殊
项目。由于该类项目的实施直接影响文物真实
性，所以《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对该类项
目审批也有严格规定。

保护项目技术属性界定与分类

科研属性：该类项目以本体保护为主，因
保护对象差异性大，项目个性强，不可预见成
分高，无法采用统一的技术标准管理。整个项
目实施过程中须不断研究，方能完成保护目
标。因此，为降低项目实施中由于不可预见所
产生的风险，应将研究贯穿项目实施全过程，
采用设计、施工一体化管理模式。

工程属性：文物保护应视为具有研究性的

技术行为。不可否认，从项目技术属性分析，
部分项目具有鲜明工程属性，甚至带有一定建
造倾向，且有较成熟的技术标准支撑。如环境
整治、保护性设施和展示项目等。该类项目具
有一定共性，不可预见成分低，可依据相关标
准采用设计、施工分阶段管理的传统建设工程
管理模式。

建安属性：该类项目以安全防护类项目为
主，主要有以下特点：技术体系较单一，综合
性不强；已有比较完善的技术标准为支撑；项
目实施中涉及设计、施工、设备采购和安装。
比较适合总承包制管理模式。

预防性保护：根据《准则》（2015）第十二
条有关规定，预防性保护指通过防护、加固措
施和相应的管理措施减少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灾害对文物古迹造成损害以及灾后需要采取的
修复措施的强度。该界定既包括防护、加固等
工程技术措施，又包含了日常管理的工作内容。

目前对于预防性保护的工作性质仍未形成
共识。如需将该类保护项目纳入管理办法，首
先应对该类性质和工作内容进行统一界定。

适用文物保护项目管理的分类建议

文物本体是文物保护的核心，所以文保项
目应围绕这一核心进行分类管理。基于以上考
虑，结合目前文保工作现状和发展趋势，笔者建
议文保项目可从本体保护、环境整治、展示、保
护性设施和安全防护进行分类管理，其中文物本
体保护按工作性质又可分为保养维护及监测、
应急抢险、维修、迁移保护和复建及重建。

只有科学地定位和分类，才能科学界定不
同工程性质与干预程度，进而针对不同工程类型
采取不同管理模式。本文通过分析现有文物保护
工程项目分类及其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多维度的
分类体系，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希望为文物保
护工程项目管理制度的建立提供一点借鉴。

关于文物保护工程分类体系的几点思考

日 记 里 的 档 案
——新中国成立初期秘密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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