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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不会出现‘维护性拆除’”
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称，故宫将注重文物建筑“岁修”，并开辟新展厅增加文物展示

记者：你对故宫专家
参与社会文物鉴定如何
看？是否有相关规定？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
按照职责负责故宫文物藏
品的鉴定，同时按照政府
职能部门的要求，提供公
务性文物鉴定，除此之外，
不承担对社会文物提供鉴

定服务。因此，故宫博物
院有规章制度规定，院内
专家不得以故宫博物院的
公务身份在社会上从事非
公务文物鉴定活动，以及
与文物拍卖、文物市场等
有关的藏品鉴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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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宫专家禁鉴定市场藏品

安全监控范围将大提升1
记者：请问在不可移

动文物保护方面，是否有
“维护性拆除”、“保护性拆
除”等说法，故宫会不会有
类似情况出现？

单霁翔：故宫不会出
现类似情况。故宫博物院
在完成《故宫保护总体规
划大纲》的基础上，近日

《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已经
正式委托专业部门编制，
即将启动。在故宫保护总
体规划的指导下，积极稳
妥地安排年度文物建筑修
缮，坚持进行科学严格的
设计、论证和施工。

目前故宫修缮工作已
经进入常态化修缮阶段。
今后不但要注重文物建筑的
大修，还要注重文物建筑的
岁修，注重日常保养维护。

记者：目前故宫已经

启动了安防设施的改造工
程，可以透露这些改造主
要包括哪些方面吗？

单霁翔：2008 年 10 月
完成了立项、招标等工作，
工程于 2009年 11月开工，
预期在2013年11月完工。

截至去年 12 月，施工
单位已安装完成的前端报
警设备约占总工作量的
60%，已投入正常运行的区
域有城墙周界防范、神武
门城楼、会典馆、斋宫、诚
肃殿、景仁宫、养性殿、阅
是楼、保和殿西庑等。

今年年底计划将珍宝
馆区及东六宫区建成并投
入使用，除室内安装报警
器外，还在室外设置周界
报警，并配有图像及声音
复核手段，监控图像覆盖
范围有较大提升。

故宫文物不可能全部公开2
记者：故宫馆藏文物

上 百 万 件 ，但 一 些 老 百
姓中间，一直对故宫“秘
不 示 人 ”有 抱 怨 。 怎 样
才能让民众看到更多的
文物？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
的馆藏文物堪称世界之
最，馆藏文物不可能全都面
向公众开放。

去年，院内展览共有
45 个，其中原状陈列展有
15 个，常设展览 20 个，临
时性展览共有 10 个，基本
能满足参观需求。

今后，故宫博物院还
将 开 辟 新 的 展 厅 ，继 续
增加展示文物的数量和
质量。特别是在故宫的
南 部 将 形 成 以 午 门 、东
西 雁 翅 楼 、武 英 殿 和 文
华殿为主体的博物馆展
览设施群。

文物是否能够展览还
与文物本身的保存状况和
保护需要密切相关，比如

有的文物有伤况就不宜展
览，有的文物正在休眠期
也不能展览，还有的文物
注定就没有展览的机会，
像清宫旧藏的 28 万件统
瓷，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复
品，同样的一个碗可能会
有上千件，就不可能也没
必要全部展出。

记者：请问故宫每年
获得的财政拨款是多少？
中央财政对故宫的扶持力
度是怎样的？

单霁翔：故宫去年的
门票收入是 6.5亿，全部上
缴国库，每年按照事业发
展需求编列预算。

为 了 故 宫 博 物 院 发
展，需要有更多的项目储
备。针对存在的问题，研
究制定提升方案，编制项
目文本，做好项目预算，作
为重大专项，去争取国家
财政的支持，使得国家财
政不断加大对故宫保护投
入的力度。

昨日，单霁翔在接受媒体的书面
采访时表示，故宫不会出现“维护性拆
除”的情况，今后故宫不但要注重文物
建筑的大修，还要注重文物建筑的岁
修，注重日常的保养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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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故宫开放
面积60%

单霁翔表示，倦
勤斋、雨花阁、三希
堂将数字化呈现

本报讯 （记者王姝）至
2020年，故宫开放面积将达
60%。为平衡人流压力和文
化保护之间的矛盾，待开放
部分如倦勤斋、雨花阁、三
希堂等，将数字化呈现；乾
隆花园、慈宁宫花园、慈宁
宫等，将出客流预案。昨
日，在“深化文体改革，促进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记者会
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
物院院长单霁翔通报了上
述消息。

去年故宫游客达
到1420万人次

单霁翔表示，根据故宫
总体规划，完全修缮后，故
宫将扩大开放面积 30%，也
就是说，2020年将达到开放
60%。但是，“1949年故宫参
观者100万人次，2002年故宫
参观者达到700万人次，去年
达到了 1420万人次，我真不
敢想象按照这个速度到2020
年将会有多少参观者？”

据其介绍，目前一些区
域如倦勤斋、雨花阁、三希
堂等，已经修缮完毕，但并
没有对外开放，“三希堂很
有名，但是只有七八平方
米，如果进去七八十人就
被踏平了，她就没有未来
了”；“我们只有一个故宫，
我们要为所有来故宫参观
的观众做好服务，但是我
们要把故宫永恒地一直传
给未来世代，这是一个很
大的矛盾”。

乾隆花园、慈宁宫
将制定开放预案

“究竟如何开放，还需
要我们的智慧，进行具体
考虑”，他说，敦煌石窟数
字化永远保护的做法，很
有 前 瞻 性 ，故 宫 也 将 借
鉴。倦勤斋、雨花阁、三希
堂等都将成为数字故宫的
一部分。

“通过大屏幕点击，自
由游览这些不能进去的殿
堂和场所；乾隆花园、慈宁
宫花园、慈宁宫等也将制
定开放预案；2016 年，故宫
红墙内的办公室，都将搬
到紫禁城红墙以外区域，

“在开放和保护中找到平
衡点”。

院长三提案建议为故宫立法
单霁翔称故宫需要在法律层面寻求救济

本次两会，单霁翔提交
的13个提案，3个与故宫有
关，分别为“建议制定《故宫
保护条例》”、《关于正确应
对故宫博物院观众数量持
续增长的提案》、《关于支持
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
作的提案》。

该 3 个提案的内容表
明，上任以来，单霁翔一直
在寻找“开放和保护的平衡
点”，日益激增的人流压力
是他最苦恼的问题之一，

“故宫面临着保护和利用的
双重压力，不但要提高文物
保护的水平，同时还要做好
对广大观众需求的监测和
调查，提高各方面的服务质
量。故宫观众数量的无限

制增加，无论对于文化遗产
保护，还是对于保障广大观
众的文化权益，都是不明智
的，应该通过科学监测，研
究行之有效的调控办法”，
他在提案中写到。

那么如何破解上述难
题？单霁翔的思路是立法，
其“建议制定《故宫保护条
例》”写明，立法理由包括三
方面：故宫全年对游客开
放，每年到故宫参观的游客
已达1400万人次以上，使故
宫在文物保护、古建维护、
游客安全等方面面临空前
的巨大压力，交通、安全等
协调难度加大，需立法协
调；地处北京市中心，故宫
的整体保护不仅仅局限于

紫禁城，还应该包括御史衙
门、大高玄殿、端门等，以及
太庙、社稷坛、景山等周边
古迹；近年来，故宫的有形
资产和无形资产受到了持
续的、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
的侵害，客观上需要在法律
层面寻求救济途径。

通过专项立法，对故宫
文物保护、古建维护、观众
安全等方面进行合理调控，
并协调故宫文物本体及周
边环境，坚持整体保护、原
状保护、科学规划的原则，
进一步明确保护主体和责
任主体，构筑对于故宫进行
分层次、分区域科学管理的
法律防护网。

本报记者 王姝

焦点

昨日，在“深化文体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
院院长单霁翔回答了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 薛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