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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十年 天坛内坛墙修缮月底完工
3100米内坛墙将恢复其清代乾隆年间面貌；整个修缮工程耗资3000余万元

新京报讯 作为天圆地
方的象征——天坛公园的内
坛墙，将于本月底结束跨越了
十年的修缮，3100米长的内坛
墙将恢复其清代乾隆年间的
面貌。这样，天坛作为世界文
化遗产及中轴线申遗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保护和恢复原貌
上又迈出了一步。

因经费原因跨越十
年分三次修缮

天坛公园的坛墙有内外两
道，由于多段外坛墙在新中国成
立后被拆除，因此内坛墙成为了
天坛维护其完整性的重要支
撑，其修缮受到高度重视。

内 坛 墙 修 缮 工 程 始 于
2003年，对内坛的东、西、北三
面共计 3100 米的内坛墙进行
了修缮，修缮分三次进行。到
本月底，北天门到泰元门之间
的这段坛墙将修缮完毕。至
此，跨越十年的内坛墙修缮工
程也将全部完工。

内坛墙为什么跨越十年
分三次修缮？天坛公园副园
长曲禄政表示，这主要是由于
经费原因：“我们会把下一年
的修缮计划报上去，经费批下
来才能开工修缮。”据了解，从
2011年 9月到今年 7月修缮的
这1300米坛墙，耗资达2000多
万元，整个修缮工程耗资达
3000余万元。

此次修缮前，部分墙帽上
的瓦片已经破损，下雨时雨水
就会从破损处流进墙内。除了
内坛墙本身外，修缮工程的另
一个重点是对东天门等坛墙中
的几处坛门进行修缮。

过去修缮时水泥瓦
曾替换琉璃瓦

日前，记者在现场看到，
坛墙外还搭着脚手架和挡板，
不远处传来施工声，施工人员
将地面上的一摞摞瓦片运到
坛墙上铺设并仔细地对齐。
施工人员称，再过几天，随着
工程收尾，这些脚手架和挡板
就将拆除，内坛墙就会重新展
现在游客眼中。

据曲禄政介绍，上世纪 70
年代，天坛公园内坛墙曾进行
过修缮，“当时内坛墙破损严
重，琉璃瓦片残缺不全，木构件
腐朽。但由于修缮经费有限，
所以就用水泥瓦片和构件，替
换了原来乾隆时期和民国时期
的琉璃瓦件和木制构件。”

天坛公园外宣负责人邢
启新表示，施工人员用水泥拌
上沙子，再用自制的模具来压
制水泥瓦当。就这样，制作出
来的水泥瓦片就盖到了天坛
内坛墙的墙头上。这样的水
泥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
了破损的内坛墙免受风雨侵
蚀，却也影响了内坛墙原有的
风貌。在此次修缮中，水泥瓦
件将会被按照清朝样式制作
的瓦件取代。

另外，部分墙缝用水泥勾
缝，视觉效果很难看。此次这
些墙体中的水泥也会被剔除下
来，用传统的麻刀灰勾缝。

在 2003 年内坛墙修
缮启动前，将内坛墙恢复
成哪一年代的样式成了讨
论的议题。

天坛始建于明朝，兴
于清朝，在民国、新中国
成 立 后 都 经 历 了 修 缮 。
将内坛墙恢复成哪一时
期样式，将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今后天坛的整体
风格。最终，天坛公园方
面决定将内坛墙的样式

恢复为清乾隆辛未年那
次修缮的样式，“那次修
缮是清王朝鼎盛时期的
手笔，从琉璃瓦的样式到
上面印制的题款，都特别
能 体 现 皇 家 园 林 的 风
范。”邢启新说。

为了恢复成清乾隆辛
未年的样式，设计人员找
来了相关古籍资料，并参
照目前保留下来的乾隆辛
未年的瓦件，让厂家依据

瓦样烧制出保留原汁原味
的瓦件。

“根据乾隆辛未年的
样式，天坛内坛墙上的瓦
分琉璃瓦和削割瓦。琉璃
瓦是绿色的，铺在檐上；削
割瓦是灰色的，铺在瓦面
上。” 曲禄政说。在已经
完工的内坛墙上，绿色的
琉璃瓦沿着坛墙边上铺成
一排，再上面就是灰色的
削割瓦，显得非常古朴。

在此次修缮中，内坛
墙上的椽子、望板等木制
构建也进行了大规模更
换。依据内坛墙上保留下
来的清朝木料材质，此次
修缮中依旧遵循了椽子用
杉木、望板用红松的传统
用料原则，按照原来的样
式将这些木料制作成构
件，再涂上防虫防腐药剂，

“一百年以上的寿命应该
没问题。”曲禄政说。

■ 揭秘

瓦片仍分两种 杉木红松沿用

据曲禄政介绍，天坛公
园 内 坛 墙 修 缮 工 程 目 前 只
包括东、西、北三面坛墙，共
3100 米长，而长达 1000 米的
南 坛 墙 目 前 没 有 具 体 的 修
缮计划。

据了解，南坛墙多处有比
较严重的破损，“南坛墙尚不
修缮是因为一些居民的平房
依墙而建，使得南坛墙不具备
修缮条件。”曲禄政说，上世纪
70年代唐山地震时，北京各处
搭防震棚，很多住在天坛南里
的居民的防震棚就依南内坛
墙而建了。后来知青返城，很
多人回来家里没地方住，就在
这里接着盖平房。

目前这里的平房有一些
是居民自己住，还有一些租给
了附近做小买卖的人。曲禄
政表示，从南坛墙破损的情况
看，是需要进行修缮的，但由
于上述原因，目前还无法纳入
修缮计划。

南坛墙外的居民楼和平
房无疑对天坛恢复其完整性
有一定影响，但这里也是很
多居民多年来生活的地方，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根据近
期的媒体报道，包括天坛南
里在内的天坛周边 65 栋简
易楼年内将启动拆除整治，
这也将为南 内 坛 墙 修 缮 创
造机会。

■ 追访

平房依墙而建
南坛墙难修缮

从游人如织的天坛南门
顺着墙根儿往西走，一条宽
度刚刚能过车的小道将一栋
栋简易楼与一座座依坛墙而
建的小平房隔开。坛墙斑
驳，几根绳子固定在墙面和
旁边的大树上，中间挂着晾
晒的衣服。

有的小平房属于“精装
修”，配有铁门和铁栅窗；有的
小平房非常简易，覆盖着各
种颜色的挡板和塑料布，像
一块块补丁，屋顶上用砖头
压着苫布。无论“简易”还是

“豪华”，它们都不约而同地
选择将南坛墙作为房屋的一
面墙来使用。

没有被房屋挡住、露在外
面的坛墙上，不时会露出一大
片粉刷过的白色。一名路人
称，这里以前也有平房，后来
被拆掉了，盖房时粉刷过的痕
迹却被留下了。

粉刷痕迹重
坛墙像补丁

天 坛 始 建 于 明 永 乐 十 八 年
（1420 年），在乾隆年间曾进行过大
规模改扩建。天坛被两重坛墙分隔
成内坛和外坛，形似“回”字。两重坛
墙的南侧转角皆为直角，北侧转角
皆为圆弧形，象征着“天圆地方”。
外坛墙目前仅保留了一部分。

天坛的内坛墙保存相对完整，
周长4115米，中间有隔墙，辟有七
门：祈谷坛有东、北、西三座天门；圜
丘坛有泰元、昭亨和广利门；隔墙有
成贞门，一门两用，既是祈谷坛的南
门，也是圜丘坛的北门。天坛的主
要建筑都被包裹在内坛墙里，其中
南有圜丘坛和皇穹宇，北有祈年殿
和皇乾殿。

【背景】

坛墙象征
“天圆地方”

2010年
到 2011 年
修缮了西天
门到北天门
1000米长的
坛墙。

2011 年 9
月到今年 7 月
修缮了从北天
门到泰元门之
间的坛墙，这
段坛墙也是这
三次修缮中最
长的一段，有
1300米。

2003 年
修缮了广利
门到西天门
之间 800 米
长的坛墙。

天坛公园内坛墙示意图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饶沛

【探访】

7月13日，工作人员正在对内坛墙的东天门进行修缮。本月底，天
坛公园的内坛墙将结束跨越了十年的修缮。 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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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利门到泰元门长达 1000 米的
南坛墙目前尚无修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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