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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都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实
物遗存，作为中华文明的记忆，它们真实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郑振铎、王冶秋为代表的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结
合中国的实情提出了文物分级保护的方针。
在众多的不可移动文物中，历史内涵愈丰，科技含量愈多，艺术水平愈高者，则文物价值越高，理应
得到更多的重视和保护。
1961年，180处不可移动文物纳入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对象，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保”
）。
　　此后，“国保”的评定、公布和保护工作成为国家文物局的重要工作内容。
去年春天，“国保”的公布迎来了第50个年头。
风雨兼程，春华秋实。
在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不下，在国家文物局的积极努力下，绝大多数的“国保”得到了妥
善的保护。
从早期以“两重两利”为原则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到强调“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工作方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及一系列部门规章制度，有效制止了工
农业生产、城镇建设和人民生活对众多不可移动文物的破坏。
多年来，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对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建立了中国考古学体系，也为重
建古史走上康庄大道。
国家财政拨专款抢救了一批濒危的“国保”。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国家百废待兴、积贫积弱，仍勒紧裤腰带维修文物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
情！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
对于石窟面临的严重风化和裂隙危险，他婉拒了蓬皮杜提出的援助，当着各国记者承诺用三年的时间
给予维修。
随后中央政府拨款130万元，到1976年维修工程准时完工，彰显出国家保护文物的决心和毅力。
除此之外，大型的维修工程还有善化寺、广胜寺、独乐寺、敦煌莫高窟、乐山大佛、大足石刻等。
　　改革开放以来，文物保护事业蒸蒸日上，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不断
拓展和深化，文物保护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水平不断增强，社会关注度持续提高，文物保护呈现出一
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持
续高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原有的文化生存
土壤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国保札记》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完成的。
文物保护不仅仅是文物工作者的事情，更应该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保护文物首先要让大家了解文物，认识它们的价值。
滕磊同志通过多年的学习和工作，记录下百余处“国保”，内容涉及遗址、墓葬、建筑、石窟寺及石
刻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他走过看过研究过的。
这样的心得体会才是最真实、最准确的。
书中通俗流畅的笔法、图文并茂的描述，让读者更加容易理解专业的知识，更加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保
护这些珍贵的文物。
同时，字里行间我们也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事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到当前文物保护
面临的严峻形势。
　　与两千多处“国保”和几十万处不可移动文物的总数相比，书中涉及的百余处“国保”还很少，
希望滕磊同志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将更多的“国保”呈现给读者。
　　简述拙见一二，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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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保札记：面向公众的文化遗产研究随笔》从学习嵌入式微控制器C语言编程的角度出发，
以Vstone株式会社搭载ARM微控制器LPC1343的多功能学习开发板VS-WRC103LV，以及基
于VS-WRC103LV的智能机器人小车套件Beauto Rover ARM为例，介绍了智能机器人小车的硬件构成及
基本功能单元的C语言编程方法，并进一步阐述了提高机器人性能的硬件扩展方案与软件编程技术。

全书通过大量的插图和实例对嵌入式微控制器的C语言编程技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特别是采用
智能机器人小车作为学习对象，易学易用，大大提高了学习的趣味性。

《国保札记：面向公众的文化遗产研究随笔》适合作为工科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更适合作为嵌
入式系统编程学习的入门书，也是了解智能机器人控制技术的一本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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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保”的诞生　　“国保”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简称，指的是具有重要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f生建筑等均属于不可
移动文物。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第一批共计180处“国保”。
在积贫积弱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为什么要公布“国保”，出于什么考虑？
这还要从新中国成立前说起⋯⋯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时，为保护城内的众多文物尽
可能免受战火破坏，毛泽东主席急电在前线作战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要求注意保护清华、
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
为此，前线指挥部特请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提供一个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简目，梁先生根据营造学社对
中国古代建筑的调查和研究情况，编撰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共登录古建筑450余处。
解放军用这份《简目》作为攻城的文物保护手册，当然最后的结果皆大欢喜，北京和平解放，文物完
好无损。
尽管这份《简目》没有派上用途，但是却为后来的文物摸家底和公布“国保”提供了重要参考。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地面临着恢复生产和城市建设、改造等问题，它们与文物的矛盾冲突时
有发生。
为此，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令颁布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
，明令“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及各省市人民政府，应调查所辖境内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公
共或私人所有之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予以保护，并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登记”。
同年7月，文化部文物局还组织了雁北文物勘查团，对山西广武汉墓群进行了调查，并出版了《雁北
文物勘察团报告》一书。
郑振铎为该书作序，强调要重视文物的保护、调查和研究工作。
1953年，北京市曾召开过一个会议，与会人员就某些文物该不该保护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郑振铎表态说：“要把北京有价值的文物进行彻底调查，调查清楚再来讨论保护的问题。
”新中国史上第一次文物普查摸家底的工作自此从北京开始，逐渐发展到全国。
　　1956年4月2日，国务院在《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中第一次提出了文物普查和
建立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进行普查调查工作⋯⋯分批分
期地由文化部报告国务院批准，置于国家保护之列”。
经过普查以后，由相关省市相继公布了大约5572处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这也为“国保”的认定工作奠
定了工作基础。
　　为了解决生产建设与文物的矛盾冲突问题，当时主管文物工作的郑振铎、王冶秋同志进行了认真
的调查和研究。
1953年，郑振铎还专门撰写了《基本建设与古文物保护工作》的小册子，广泛印刷宣传。
同年，王冶秋在调研和处理基本建设和文物保护的一些问题时，提出了可以在一些重要的地区划出一
块保护区，暂不在保护区范围安排基建工程，以便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在经批准进行基建工程的地区
先行钻探，进行重点发掘的方案。
这样，既解决了发掘质量的问题，又前置性地保护了一些重要的文化遗址免遭破坏。
1956年2月，郑振铎和王冶秋分别在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和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着重谈到
了文物考古的“重点保护、重点发掘”问题，提出了文物考古工作应“既利于工程进行，又利于文物
保护”的基本思想。
1958年3月，文化部在北京召集16个省、市、自治区文化部门开了一个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会
上，王冶秋在发言中系统归纳了前一阶段文物考古工作的基本经验和基本方法，代表文物局正式提出
了“文物保护坚决贯彻配合国家经济建设，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国家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
工作有利”的“两重两利”方针。
而“国倮”的诞生也正是“重点保护”文物工作方针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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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文物摸家底和“两重两利”的文物工作方针以外，文物专业培训也是“国保”诞生的重要基
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各地文物工作者缺乏的现状，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加快了文物专业人员的培
训上岗工作。
从1952年8月起，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每年举办一期考古人员训练班。
至1955年第四期结束后，共培训毕业了341人。
从1952年10月起，文化部又委托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不定期举办古建筑培训班。
同时多次派出人员到东欧国家学习文物保护技术。
经过专业培训的学员成为各省、市（自治区）从事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管理的主要骨干力量，也为
“国保”公布后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奠定了人才基础。
　　通过近十年的文物保护工作理论和实践，新中国的文物保护管理体系初见成效。
第一批“国保”单位的诞生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各部、各委员会，国务院各办公室、各
直属机构，中国科学院正式下发《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同意文化部提出
的第一批“国保”共计180处的名单。
要求文化部继续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选择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分批报国务院核定公
布。
“国保”自此诞生，这也成为新中国文物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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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保札记：面向公众的文化遗产研究随笔》采用随笔的写作风格，从公众的视角把自己的所学
所知通俗地作一介绍，通过这本书，通过“国保”反映出我国的文物保护现状，借此呼吁社会各界关
心和支持文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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