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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谢辰生同志文物工作文集的出版，对中国文物考古界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这是一位在国家文物领导部门奋战了六十多年的耆宿，集中他多年来在实践中的真切探索和深入思考
，形成的文字结集。
它的价值，我想至少有这样几点：　　第一，这本文集像一面镜子那样，清晰地反映出新中国六十多
年的文物工作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新中国文物工作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这样辉煌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它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并不是人们都清楚地了解，对后人来说，
将更是如此。
　　谢辰生同志在这方面堪称是最有发言权的历史见证人。
新中国一成立，他就来到刚刚建立起来的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工作。
从此，新中国文物工作发展的全过程他都经历过，并且始终处在全局的高度来审视，并积极参与这个
过程的每一步发展。
从1950年政务院颁布的最早的有关文物工作的重要法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迹
、珍贵文物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1961年国务院颁
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到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他都是重要执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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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录了谢老在国家文物局工作的六十年间，为促进我国文物事业发展所写的约八十篇文稿及函件
，并附有各报刊对他的专访等，时间从文物局的初建到2009年。
谢老是我国多项重要文物法律、法规和文件的主要执笔人、我国第一部文物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的主要起草人。
本书收录了他对《文物保护法》所写的释文及有关的论述多篇，展示了他对我国文物法制工作的开拓
性的贡献。
谢老的文章以极其鲜明的观点，针对文物工作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各种动态、各种倾向及各种焦
点问题发表了富有说服力的论述和评论，为文物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谢老的文章以统观全局的视角，对文物工作现状进行了全面总结和阐述，使人们更加真切地看到我国
文物界的全貌。
他的文章有着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可说是一部新中国文物工作的发展史，反映了我国文物事业的发
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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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文如其人事如其人
序二 文物事业执著的守望者
序三 人生的足迹事业的见证
一 理论探索
　文物保护与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概述
　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五十年
　赴平原、河南、山东提选及考查文物工作报告
　配合基本建设，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群众支持了文物保护工作
　发展博物馆事业，为科学研究和广大人民服务
　提高博物馆工作的质量
　有关地志博物馆的两个问题
　关于“保存什么，如何保存”的争论
　再论有关地志博物馆当前的中心任务问题
　学习苏联，使文物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坚持政治挂帅，积极发展文物、博物馆事业
　关于成立古文字整理研究机构的请示报告
　在第二次世界文化政策大会第二委员会上的发言
　认真执行《文物保护法》，开创文物工作新局面
　在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关于当前文物工作的几点意见
　在陕西文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也谈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
　《文物保护管理概要》序
　文物工作必须纳人法制管理的轨道
　把保护文物提高到保持民族文化特性、民族生存的高度
　在文化部召开贯彻落实国务院《通告》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端正文物工作的指导思想
　继承传统，坚持开放，古为今用，为社会主义服务
　积极保护祖国文物发扬民族文化传统
　新中国第一号文物法令
　在文物历史学家谈《河殇》座谈会上的发言
　纪念《文物保护法》颁布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物保护法》释义
　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的矛盾
　完善文物法律加大执法力度
　祝贺《文物》月刊出版500期
　文物市场存在与否不取决于经济体制
　《文物保护法》没有禁止文物买卖的规定
　祝福与期望
　必须正确处理保护文物与发展旅游的关系
　北京“迎奥”应当打什么牌？

　敦煌研究院成立六十周年暨常书鸿诞生一百周年
　 纪念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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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贯彻《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对怎样认识文物价值的一点看法
　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护民族瑰宝
　纪念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七十周年
　在“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研讨会上的发言
　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修改建议
　坚持唯物辩证法，加快和深化文物事业的改革
　建议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仍在文津街旧馆保存案
　采取果断措施加强文物保护案
　加强故宫博物院的保护管理案
　建议焦枝铁路洛阳段避开龙门石窟保护区，以利文物保护案
　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建议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严厉打击盗掘古墓的犯罪活动
　应当高度重视三峡工程淹没区的文物保护问题
　《文物保护法概论》序
　《文物保护法通论》序
　亲切的关怀永恒的思念
　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纪念西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也忆质斌同志二三事
　忆谢老
二 书信
　致中央文教小组负责人
　致胡耀邦
　致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习仲勋
　致胡耀邦
　致廖井丹、邓力群
　致谷牧
　致万里、谷牧
　致朱镕基
　致朱镕基
　致朱镕基
　致张德勤
　致李鹏
　致邹家华、李铁映、李鹏
　致孙家正
　致李伟
　致李铁映
　致刘淇
　致刘淇
　致刘淇、王岐山
　致温家宝、胡锦涛
　致温家宝、胡锦涛
　致华建敏
　致市文物局
　致温家宝
三 新闻专访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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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文物是对外开放和发展旅游的重要资源，当务之急是打击文物走私、制止文物流失
　进一步宣传和执行《文物保护法》，充分发挥文物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打击文物走私保护文化遗产
　就打击文物走私活动答《文物工作》记者问
　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保护文物教育人民
　只能共享，不能共有
　文物市场必须依法管理，依法经营，坚持两个效益最佳结合
　从“三个代表”来认识名城保护
　又闻绝响：改写历史的考古新发现
　谈保护北京历史文化遗产和古都风貌
　加强北京旧城整体保护是关键
　历史文化遗存中蕴涵着古都神韵
　讲科学，重实效，做好普查工作
　从朝鲜前线寄给祖国人民的一封信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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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之后，在文物保护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但是因为它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管理实体，而且各个地方都未设置与之相应的文物管理专门机构
，因而保存在各地的各种类别的文物，基本上仍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珍贵文物外流，也未得到有效制止。
在此期间，有些学术团体进行了一些文物调查、保护工作。
1929年由朱启钤等创建的中国营造学社，在30年代组织专家对各地古建筑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调查研究
和文献资料整理等工作。
著名的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就是建筑学家梁思成等在山西五台山进行调查时发现的。
营造学社的成立，对于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辖的各根据地解放区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
作。
1939年11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各分区行政专员和各村村长调查保护文物、文献及古迹。
1942年为保护山西赵城广胜寺收藏的金代《大藏经》免遭日本侵略军的掠夺，八路军战士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
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
。
之后相继成立了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并颁布了《
东北解放区文物古迹保管办法》。
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南下进军的时候，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印发了《全国重要文
物建筑简目》，提供部队注意保护，以免这些古建筑毁于战火。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国文物的保护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50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令和法规。
首先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制止了1840年以来中国大量珍贵文物外流的现象。
同时，在中央文化部设置文物局，各个地方都设置了负责文物保护管理的专门机构，中国科学院还设
置了考古研究所，在郑振铎、王冶秋、梁思永、夏鼐等人的主持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由
国家进行的大规模文物保护管理和考古发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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