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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圆明园的整修保护与“四化”建设　　金紫光　　世界闻名的古园林圆明园，已经被毁120周年，
中国建筑学会的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于198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性圆明园学术讨论会。会上
曾做出两个决议：（一）为了有效地保护这一历史名园的遗址及有步骤地进行若干重点的整修与利用
，到会的全体代表和著名的专家学者共同决议草拟一份保护整修圆明园的倡议书，邀请全国各抖热心
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与关怀首都城市建设的同志们参加，作为倡议人；（二）为了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
，给将来圆明园的保护整修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活动等方面做些准备，与会代表又一致决议发起组织一
个专业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圆明园学会，并选出由十名委员组成的筹委会，负责筹备工作，等将来
条件成熟时，再成立正式机构。这次中国圆明园学会的筹建，正是在纪念圆明园被毁120周年之际，大
家都怀着感慨的心情参加了这次纪念性座谈会，会上一致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抢掠、焚毁圆明园，发出
了愤怒的谴责，同时对圆明园的古建筑和古园林的结构布局和建筑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以此来
祝贺中国圆明园学会的诞生。　　对于圆明园这一驰名中外的古园林，过去虽有人进行过一些研究，
写过一些介绍文章，但了解它的历史渊源和改造发展详情的人毕竟是少数。这次在座谈会上，许多专
家学者对此又作了许多论述与说明，这使我们对这个园林之冠的清代帝王宫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知
识。圆明园的最初创建，应该说是在康熙时代，经过康熙赐予雍正，雍正开始进行了较大的整修扩建
。到了乾隆时代，更吸收了祖国南北各地园林的精华，发挥了人民巧夺天工的智慧与才能，终于发展
扩建成为包括圆明、长春、万春三园合一的雄伟壮丽的宏大园林。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是清
朝几代皇帝临朝听政、接见外使的政治活动中心。同时还是一个收藏文物、珍宝、图书、艺术品等的
大博物馆。正由于此，圆明园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造园艺术中，都享有重要的声誉。　　可惜这一世
上罕见的宫苑式的古园林，在历史上曾经过两次严重的浩劫，圆明园的古建筑已变成一片废墟，所有
的文物珍宝，已被掳掠一空，留下的断墙残壁，也只能供游览者凭吊。但这些山形水系，湖光林影，
仍然幸存，它们都是帝国主义侵略军滔天罪行的见证，也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十分宝贵的遗迹。　
　对于明园遗址，我曾经游览过多次。最初一次是在30年代初期，那时园内保留的东西还比较多，还
能依稀辨认出不少景点。后来经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汉奸、军阀、官僚以及奸商等的盗窃破坏，
已经面目全非。解放前夕，我随解放军围城时正好驻在清华园，得便曾冒着严寒再次前去参观，只见
雪山银树，茫茫无边，真是一片北国风光。解放后，我又曾同人前去参观，只见山色苍翠，树木葱郁
，湖光如画，荷芦荡漾，又是一番景象。在解放初期，我们几个文艺干部曾向周总理提过建议，希望
能恢复圆明园这一古园林，把它变成广大劳动人民的游览胜地和文化活动的公园。周总理当时说此事
已和有关方面谈过，决定把遗址保留下来，等以后有条件时再作安排。听说北京市领导根据周总理的
指示精神，曾转告有关方面把圆明园遗址保护起来。但由于未采取积极措施，所以遗址未能保护好，
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被破坏着。这次在座谈会上，大家曾多次谈到，只有采取积极保护整修的态度，圆
明园遗址才能得以保存，否则园林的破坏将会继续下去，要不了多久，誉满全球的圆明园遗址，也将
不复存在了。这次中国圆明园学会发起的保护整修倡议，是一个积极的慎重的行动，是一种对中国人
民负责的态度，也是一个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善良愿望。这次倡议之所以能被社会各界人士所拥护、所
同情，并且给予支持、赞助，甚至其中还有一些人决心为保护整修这一古园林贡献力量，这决不是偶
然的，而是有其正确理由和事实根据的。我认为圆明园的保护整修对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是有
积极意义的，只要能实事求是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肯定会作出一定贡献。　　自从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民都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
向前看，齐心协力奔“四化”。几年来，全国在“四化”建设方面，曾出现了许多困难，也遭受了不
少损失，但“四化”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只要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四化”建设是会早日实现的。前些日可，中央书记处曾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做过四项指示，
要求把首都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文明城市。这是总结了许多年的经
验，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正确指示。我们每个公民都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号召，努力贯彻落实中央的指
示。中国圆明园学会倡议保护整修和利用圆明园遗址，也正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首都城市建设四项指
示的具体措施之一；这是响应中央指示精神，顺应时代潮流，合乎“四化”建设需要的正确意图。如
果真能有步骤有计划地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对祖国的“四化”建设一定会有许多好处：　　一、可
以利用圆明园遗址，对广大青少年及全国劳动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特别是在帝国
主义者侵略破坏的一片废墟面前，可以用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来激发人们的爱国心。例如用人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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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重建大争辩》

冯三保和他女儿冯婉贞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来教育和鼓舞广大青少年的革命
英雄主义等，这就是最好的活教材　圆明园遗址就是最好的天然课堂。　　二、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宣传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刻苦的实干精神。他们在科学技术还不甚发达的时代，竟然能
创造出那样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那样宏伟壮观的古建筑，那样精致珍贵的古工艺品，那样秀丽多彩
的园林结构布局，那样优美典雅的山石湖泊风景，这会更增加人们的民族自豪感。　　三、可以利用
若干复建的房屋，开办各种符合人民需要的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陈列馆等，有计划地开展各种
文化艺术活动，为宣传“四化”建设服务。　　四、可以充分利用园内5000多亩的园地，开展各种林
木、园艺、渔牧、体育、游艺等活动，为广大人民提供各种条件，使大家在工余和节假日，能有最好
的休息游玩的场地。　　五、可以在园外附近修建一些低层的民族风格的旅馆，为国内外旅游者提供
居住条件，发展旅游事业，为“四化”建设创造外汇，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六、可以设置各种
服务行业，包括餐厅、茶社、小卖部、纪念品服务部、书店、照相部等，既可满足参观者的需要，又
可解决大批青年的就业问题。　　由于这里的优越条件，必能吸引大批中外人士前来参观游览。对于
广大人民说来，这的确是件大好事。但要做这件事，在今天也的确有很多困难。首先就是经济问题，
其次是建筑条件问题，另外的问题也一定不少。正因为如此，中国圆明园学会在倡议书中，只是着重
在学术研究方面，并未涉及具体施工问题。正像周总理在解放初期所说那样，待将朱有条件时再作安
排。但学术研究工作必须走在前面，现在如不开始对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将来有条件时恐怕
就来不及了。所以中国圆明园学会现在开始在学术上做些准备，完全是合理的、必要的，正是在这一
点上，许多同志都参加了签名，并支持赞助这一行动。但遗憾的是，有一些同志却对此很不理解，甚
至有的人还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切关注和慎重考虑。经过
许多同志反复研究后，大家认为那几个反对者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有些观点也是没有道理的。今天
在这里我只简单说两点：　　一、反对者说目前国家经济困难，根本不能拿钱来整修圆明园，所以他
挺身出来反对。其实许多人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都了解目前经济的现实情况，没有任何一个人脱离这
个情况来谈问题。中国圆明园学会本来就是在学术上做些研究与探讨，并不涉及进行实际施工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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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圆明园被帝国主义破坏了。我们要把它修复起来，而且恢复得要比过去更好，更符合人民的利益
。　　——许德珩　　圆明园集我国古代建筑和园林艺术之大成，是我国古代建筑和园林艺术发展的
高峰，也是我国古代建筑和园林艺术的光辉总结。　　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整修，再创辉煌，不仅对
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象征。　　——王道成　　被侵略者的烈火焚毁后的圆明园遗址，是铭刻在中华民族脊梁上的国耻
，是每个中国人心头的一口警钟。⋯⋯圆明园废墟应该永远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庄严的凭禺之地
。　　废墟也是一种美。以“西洋楼”残迹为标志的圆明园废墟。其悲剧美的匣大魅力也是世界上不
可多得的。　　——叶廷芳　　必须尽快修复圆明园。只有修复才能保护，只有修复才能利用，只有
修复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它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魏开肇　　我们还是务实一点为好，务实
才能使国人牢记国耻；而记住国耻的最好办去，就是保留（圆明园）现在的原貌。　　——从维熙 　
在横店异地建圆明园是我多年的夙愿。北京圆明园遗址仍然记录着1860年的屈辱史，⋯⋯我筹划异地
重建圆明园，重点在于重现辉煌，回收流失在海外的圆明园文物，能回收的就回收，不能回收的就复
制，尽可能重现它往目的辉煌。　　——徐文荣　　（圆明园）它已成为特别的象征符号，标志了中
国历史上一段屈辱的经历，⋯⋯任何出于其他方面考虑而对圆明园所做的修复或重建，都将是对这种
历史价值的损毁和对这一象征符号的弱化。　　——《新京报》社论　　（圆明园）遗址是帝国主义
侵略者破坏的结果，应该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丧，⋯⋯如果横店集团真能投资200亿元建造出一个“圆
明园”，我支持重建，并乐观其成。　　——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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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全面反映1980年以来圆明园遗址整修和2006年以来横店重建圆明园争辩的全过程，便于读者了
解争辩双方的不同观点，进一步认识圆明园，浙江古籍出版社提出编辑出版了本书。本书包括四个部
分，分别为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由来、是整修遗址还是保留废墟、圆明园论争的持续升级、横店圆明新
园在大争辩中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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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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