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望官方增加投入
设立长沙会战纪念馆

长沙市文物局局长曹凛说，目前长沙不可
移动文物是属地管理，“谁使用、谁保护”，但不
可移动文物专项资金还未建立。只有每年1000
万的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资金，这些
资金需用到文物征集、安管、维修、保护以及科
研等诸多方面。 长沙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亟
待保护的文物众多，将按轻重缓急“排队”维护
修缮。长沙不可移动文物存在的局部问题将拟
提可行性方案，逐步维修。

去年“两会”期间，有委员建议设长沙会战纪
念馆。民革长沙市委委员陈树在提案中呼吁：2015
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长沙至今没有一座专门
的长沙会战纪念馆。他提议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尽
快确定选址，加紧长沙会战纪念馆的建设；并可考
虑在纪念馆附近修建一个湖南抗日战争受难者
纪念碑，但迄今为止，未有实质进展。

岳麓山白鹤泉上方山坡上， 南京
政府追赠的陆军上将张国威的墓地，
墓围依稀可辨，石构件已散落四周。

本版图片均由 记者 汤霞玲 摄

2月27日，岳麓山麓山寺北侧，被列入长沙市不可移动文物的“烈士
刘志高”墓，墓前石柱倒塌，亟待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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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两大古墓接连受损牵出文保困局 岳麓山63处文物陷“多头管理”尴尬

“长沙三成名人陵墓亟待修缮”

■记者 汤霞玲 实习生 陈香云

2月27日， 长沙市开福区油
铺街105号， 长沙城仅存的民间
古墓“求援”：神秘的清末墓几成
垃圾场，九旬娭毑是最年长扫墓
人。

此前，国学大师杨树达的后
辈麓山祭祖，发现坟前的香炉石
凳匿迹，连供桌都被掀翻。

连发的两起知名墓葬尴尬，
在媒体介入后有了新进展。

2月20日， 岳麓山风景名胜
管理局发布消息： 杨树达墓在
2010年被公布为一般不可移动
文物点。经现场调查并比对历史
照片发现，石凳、香炉等附属设
施系早已丢失，墓葬本身并未遭
严重破坏，但管理方将争取资金
修缮墓葬。

2月27日， 长沙市油铺街社
区表示将及时清扫，并定期监督
维护。

长沙不可移动文物很多，岳
麓山名人墓众，业内称其为“辛
亥博物馆”。 但记者逐一探访麓
山古墓群发现，此次墓地修缮之
争使长沙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困
局浮出水面。

2月27日，天气晴好。从岳麓
书院入口上山，沿向阳坡上山，从
穿石坡下，一路散落的墓葬有15
座，11座安好，多为辛亥志士墓，
剩下一座私墓、一座无名墓、一座
残破的民国将领墓、 一座待修缮
的不可移动文物。

这座有待修缮的不可移动文
物为刘志高之墓， 位于麓山景区
岳麓山麓山寺北侧， 清风峡禹之
谟墓附近。此墓约10平方米左右，
墓碑上刻有“烈士刘志高墓”、“中
华民国十六年公葬”、“三十二年
仲夏重修”等字样。简单的墓围中
间没有隆起的墓冢， 墓左长起一
棵亭亭如盖的大树。 两根半米高
的石柱子间， 一根石料横倒枯叶
间。

资料显示， 该墓在2010年6
月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 被列入长沙市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名录。

在白鹤泉上坡处， 一座五轮
塔式的碑塔矗立在土堆上，碑塔
左下方立着一块方形石头，字迹
难辨， 墓后的墓围依稀可辨，墓
前散落着数个石构件。岳麓山风
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文物科
胡滔滔和文史学家陈先枢均表
示， 这是南京政府追赠的陆军上
将张国威的墓地。

记者沿途还发现了诸多小型
墓。上山小道旁，一块刻有“洪旅
长纪念塔” 的石碑淹没林中，“故
兵士彭启建生之墓” 立于中庸亭
遗址附近的小道中央。

困局

“像刘志高墓亟待修缮一
样，现在岳麓山上这样的墓有十
余座， 包括前湖大校长任凯南
墓、萧伟墓、龙均甫墓等。”岳麓
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
文物科负责人胡滔滔说，目前麓
山存文物63处， 含墓葬43处，包
括抗日将领、辛亥人物、科学家、
教育家、工人领袖、学运领袖等。

43处墓葬中有黄兴墓与蔡
锷墓两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也包括舍利塔、陈天华墓在
内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6处，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1处，一般不
可移动文物点34处。

多年以来，麓山上的63处文
物归属不同部门管辖，辖管分离

也让众多文物保护陷入尴尬。
“景区内的文物仍各自为

政。白鹤泉由麓山寺管理，岳麓
书院由湖大管理，云麓宫由道教
协会管理，忠烈祠与王东原公馆
由师大管理。这种格局就注定了
难以全部管辖到位。”胡滔滔说。

另一大难题是文物众多，鉴
别很难。“王夫之的老师吴道行
墓，位于云麓峰飞来石右侧山墈
上，已有300余年。业内专家曾对
此做过认定， 但官方久拖未决，
这就难以纳入文物范畴。”

“没纳入文保范畴的，我们
视情况酌情处理。类似于吴道行
的墓地就没有修缮，这也成为了
考古界的一大遗憾。”胡滔滔说。

2011年，辛亥百年，省市各拨付250万元
修缮麓山40余座辛亥风云人物墓。这是迄今为
止，岳麓山上规模最大的墓葬修缮。

“那次修缮专款专用，上报哪个，就只能修
哪个。”胡滔滔说，辛亥墓修缮完毕后，其他名
人古墓却要等特定时机方可修缮。 例如，2005
年修缮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墓就是碰到了国
土资源厅和地质协会的20万元拨款；同盟会湖
南分会会长禹之谟的墓地在2010年政协委员
提案被采纳后才得以修成。

“古墓维护并没专项资金，平常维护费基本
靠自筹。”岳麓山麓山景区管理处副主任刘金亮
告诉记者，景区管理处是差额性事业补贴单位。

“区文体局偶尔拨点钱， 一年一万到两万
左右，时有时无。”胡滔滔说。

景区管理处的维修主管向茂田算过一笔
细账：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一个工人一天的
工价是150元。包括亭台楼阁、名人墓地、老建
筑、 历史遗迹等每维护一处需要大约三个工
时。如此算下来，单是清明节给岳麓山上这43
处古墓做一次日常维护就需近两万元。

短板

呼吁

文物保护受阻“切块”

万元保护经费时有时无

探访

多名辛亥志士葬身麓山 部分名人墓长期湮没无闻
三成名人陵墓亟待修缮

陈先枢将岳麓山称为“辛亥博物馆”。他综
合查阅史料和实地考察发现，长沙名人陵寝众
多，名人类别齐全，是长沙历史文化名城别于
其他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特色之一。仅岳麓山
上就长眠了40多位辛亥革命烈士。

“对于名人的理解有多种，基本上以在历史
上有过贡献，且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为主。综合
长沙各个县市和城区的情况来看， 估计有三成
的名人陵墓没得到很好的修缮和维护。”陈先枢
说，他考察长沙近百座名人陵寝，发现有些长期
湮没无闻，或因当地开发损毁严重，或因个人原
因遭遇损毁， 个别的仅存遗址，“这不能不说是
个遗憾。”具体到岳麓山，他进一步分析说，目
前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专设了
文物科，但仅有两名工作人员，两人要担负63处
文物的巡查、修缮和保护工作，必定会有诸多难
以顾及之处。“作为历史名城的重要构件， 长沙
的名人陵寝应有专项专款专管。”陈先枢说。

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