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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述

“倔强老者”21年圆梦大运河申遗
罗哲文助手表示，希望将大运河遗产小道中的一段命名为“罗哲文小道”

家属和亲友在罗哲文的遗体前默哀。5月14日晚，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因病逝世，享年88岁。昨日，来自社会各界的数千
人士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为罗老举行追悼会。 实习生 刘梦 摄

一名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市民手捧罗哲文的遗像。
元良 摄

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因病逝世；数千人聚集八宝山送“万里长城第一人”最后一程

剪一缕白发留念 惜别“长城卫士”
新京报讯 “修长城修

故宫参襄国徽设计无愧文物
卫士，护名城护运河舍身文
化遗产堪称古建护神”，挽联
上的 36个字，概括了他忙碌
的一生。

5月14日晚，著名古建筑
专家罗哲文因病医治无效，
在北京逝世，享年 88岁。昨
日，来自社会各界的数千人
士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为
罗老送别最后一程。

上千条挽联数百
只花圈摆满礼堂

8 时，东礼堂外站满了
送别的人群。一些与罗老生
前交往较多的文博专家、政
府官员早早赶来，到休息室
看望罗老的家人，其中包括
文保专家谢辰生，国家文物
局局长励小捷，故宫博物院
院长单霁翔，中国文联副主

席冯骥才等。手捧印有罗老
遗像的悼文，一名身着素衣、
胸戴白花的市民默默伫立在
广场上。

罗老躺在鲜花丛中，胸
前围着他生前最喜欢的围
巾。遗像中，老人仍然是那
副娃娃脸的笑模样，颈上挂
着他出门从不离身的相机。
上千条挽联和数百只花圈摆
满礼堂。

近 10 时，送别仪式接近

尾声，处于队尾的罗老弟子步
入东礼堂。数十名弟子站成
三四排，双膝跪地。棺盖即
将合上时，一名站在最前面
的 弟 子 不 停 地 呼 喊 着“ 罗
老！罗老！”泪流满面。

子女剪下罗老一
缕白发留作纪念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
事长马自树回忆，每每有事找

罗老，他总是有求必应。这些
年，他每年有1/3时间在天上
飞，1/3 时间在出差，也只有
1/3 时间在家里。在老伴眼
里，罗哲文就是那个“电话一
响，背起包就走”的人。

文保志愿者、山西忻州长
城学会的杨峻峰打出了“万里
长城永不倒，罗老走了，精神
永存”的牌子。直到现在，他
脑海里装的还是那个精精神
神的老爷子，老人想去山西忻

州的岢岚县，看看那里惟一的
一处宋代长城，“我真后悔，应
该早点安排，我以为老人还好
得很呢。”

火化前，罗老子女特意
剪下他头上的一缕白发，留
作纪念。他一生中不停地呼
吁保护三条线——长城、大
运河和蜀道，现在，他终于可
以好好休息了，后人会接过
他手中的接力棒，在文保的
道路上继续跑下去。

跟 罗 老 接 触 几
十年了，他给我最深
的 印 象 就 是 对 事 业
忠诚，他是一个把事
业 视 作 生 命 的 人 。
每 天 所 思 所 想 所 写
所说，都是围绕祖国
文化遗产的保护，始
终不渝。

——故宫博物院
院长单霁翔

虽然罗老已经过
世，但他的呼吁声音
不能就此消失。通过
对老人家生前研究、
言论的整理和梳理，
应该形成一种社会力
量，让名城保护的工
作后继有人。

——北京市文物
局局长孔繁峙

声 音

■ 罗哲文档案

●出生地：四川宜宾

●身份：古建筑专家

●生卒年：1924 年 4 月
17日—2012年5月14日

●个人经历：1940 年考
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
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
成、刘敦桢等。1946 年
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
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
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
作。曾先后任职于文
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
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
室 、中 国 文 物 研 究 所
等，一直从事中国古代
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
查研究工作。

早在解放初期，他
就参与了由梁思成先
生主持的《全国重要建
筑文物简目》的编写工
作。他为我国文物保
护，特别是在古建筑保
护修缮和管理方面做
出了卓越贡献。他于
1957 年出版了《万里长
城·居庸关·八达岭》，
还参与发起成立中国
长 城 学 会 ，提 出 开 展

“ 长 城 学 ”研 究 的 建
议，被誉为“万里长城
第一人”。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王佳琳

如今，在网上还能找到
一张罗哲文在大运河杭州
段 遗 产 小 道 上 的 骑 行 照
片，拍摄于 2010 年 8 月，86
岁的老人脸上洋溢着孩童
般的微笑。但这微笑的背
后，却是一场持续了 21 年
的奋斗。

首次申报“不够资格”

1985 年 4 月，第六届全
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罗哲
文、郑孝燮等 4 位政协委员
联合签名的一份提案被正
式提交。几位学者提议，我
国应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此提案当
年即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批准。1987年，故宫、长城、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
成功入选的世界遗产。

实际上，在第一次申报
世界遗产时，郑孝燮和罗
哲文还想推举另外一个遗
址——京杭大运河。只是
这第一次申报，很快就被

挡了回来。原因是大运河
是流动的，不像长城和故
宫，是不可移动的，所以不
能获得申报世界遗产的资
格。“如果没有这条运河，北
京城可能就修不起来啊。”
罗哲文说。

游说杭州“铩羽而归”

“ 这 是 一 位 倔 强 的 老
人。”罗哲文的助手齐欣说，
在大运河申遗上，罗老表现
出了他倔强到底的性格。

“一个是文物局不可能
办这个事，它是活的，跟长
城不一样；第二个，建设部
也不愿意弄这个事情；而且
它还跟交通有关系，实际上
是个水利交通。”罗哲文此
前接受采访时说。随后，两
位老先生决定用自己的努
力推动大运河申遗。

此后，一则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新规定让罗老看
到了转机——遗存运河也
可以作为新的世界遗产种
类进行申报。罗老立刻意
识到机会来了，他们在网上

给 18 名运河沿岸的重要城
市市长发出公开信。

除了发信，罗老还承担
起游说的任务。因为杭州
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老人
决定先去杭州游说市委书
记。又是送对联，又是挖历
史，看到杭州成立了一个大
运河集团，两人认为让杭州
牵头的机会已经成熟。不
过，最终杭州方面表示，要
牵头不可能，只能做好自己
份内的事情。一路奔波，罗
老不得不面对找不到牵头
人的现实。

委员提案“终成正果”

城市牵头碰壁，罗老又
想出新招：他决定联合全国
政协委员以提案的方式来
找牵头人。

在罗老和郑老的倡议
下，一份由58位全国政协委
员联名的提案，在 2006年全
国两会上提交上去。这份

《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
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
提案》写到，如果不启动如

“申遗”这样重大的、为各地
重视的保护工作，大运河的
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将不可
避免地退化并迅速消亡。
当年，全国政协组织了一次
对大运河的全线考察，并在
杭州集中讨论大运河申报
世界遗产的问题。

2006 年 5 月，大运河成
为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2006年，京杭大运河列
入了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名单。

在人生的最后 20年，罗
哲文的名字一直与大运河
联系在一起。老人最后的
愿望就是想在今年春天选
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到京杭
大运河北京起点的大运河
小道上骑骑车。不过，这一
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罗哲文的助手齐欣说，
杭州段和北京段都各有一
段非常美的大运河遗产小
道。如果可以的话，我们
希望未来把它命名为“罗
哲文小道”，也算是对老人
当年推动大运河申遗的一
种纪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