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张越越，， 首首开开集集团团北北京京市市古古代代建建筑筑设设计计研研究究所所有有限限
公公司司党党支支部部书书记记、、 经经理理，， 北北京京市市老老城城保保护护房房屋屋修修缮缮修修建建
技技术术专专家家委委员员会会专专家家组组组组长长。。 完完成成北北京京城城区区内内多多项项保保护护
性性修修缮缮、、 恢恢复复性性修修建建设设计计工工作作，， 调调研研并并起起草草完完成成 《《北北京京
老老城城保保护护房房屋屋修修缮缮技技术术导导则则 （（22001199版版））》》 《《北北京京市市合合院院
式式历历史史建建筑筑修修缮缮技技术术导导则则》》。。 22001199年年被被中中国国勘勘察察设设计计协协
会会传传统统建建筑筑分分会会授授予予 ““优优秀秀青青年年设设计计师师”” 称称号号，， 被被中中国国
木木材材保保护护工工业业协协会会授授予予 ““22002244年年古古建建行行业业杰杰出出创创新新人人
才才”” 称称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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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文 于佳/摄

———记2024年古建行业杰出创新人才，首开集团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张越

执传统营造之笔 绘古建新生华章

“传统建筑的设计师们除了
用中国传统建筑技艺去修缮古
建， 也在探寻中国传统营造之法
如何在当代焕发新机。” 首开集
团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古建所 ”）
党支部书记、 经理张越多年来深
耕文物保护和传统建筑设计领
域， 参与北京老城历史文化街区
胡同四合院的保护和有机更新。
她怀着对传统建筑的热忱， 执传
统营造之笔， 留住古建筑之美，
绘就了一篇篇古建新生的华章。

在古建筑修缮中找到人
生方向

在大学建筑系5年的学习 ，
张越接受的都是现代建筑设计理
念， 那时贝聿铭是她的榜样。 直
到她的大学老师对她说 ： “张
越， 你可以学习古建筑， 这是一
门能终身从事的学问。” 这短短
一句话， 如同一束光， 照亮了张
越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也悄然改变了她的职业方向， 她
的偶像随之变成了中国传统建筑
学的奠基人———梁思成。

1999年， 24岁的张越大学毕
业来到古建所工作。 初入工作岗
位， 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研
读 《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
这本书的作者马炳坚， 时任古建
所古建筑研究咨询部主任， 是当
时古建筑领域的权威专家。 为了
更好地理解书中的知识， 张越常
常利用临近下班的时间， 找到忙
碌的马主任， 带着自己白天阅读
时积累的问题向他请教。 在交流
中， 张越不仅学到了古建筑的技
艺， 更感受到了前辈对这门传统
学问的敬畏与热爱， 这也在她心
中播下了传承古建筑文化的种
子。 在马炳坚的悉心栽培下， 张
越成为了多个重大古建筑项目修
缮设计的参与者。

2000年， 北京市首个古建筑
修缮设计项目公开招投标， 古建
所拔得头筹， 中标历代帝王庙的
保护修缮项目。 当时， 拥有470
年历史的帝王庙已沦为校舍， 损
毁严重， 此次修缮项目也因此被
赋予了抢救性修复的重大使命。
对于张越而言， 这个项目不仅是
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重大现场
工作， 更是她古建筑修缮生涯的
起点 。 在历时四年的修缮工作
中， 张越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个
细节， 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
对古建筑的结构、 工艺和文化内
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这段经
历不仅磨砺了她的专业技能， 也
帮助她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骨
干力量。

2005年， 在马炳坚的主持带
领下， 张越参与了武汉归元寺圆
通阁的修建工作。 “这座建筑要
求采用传统的营造技艺建造传统
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 其亮点在
于楼阁的建筑外观为明三层、 暗
两层， 共五层， 每层的外观各不
相同， 形式丰富且富有变化。 然
而，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如
此复杂的设计中处理木结构本身
的连续性问题 。” 张越回忆道 。
在马炳坚的指导下， 设计团队与

施工团队密切配合， 充分运用传
统营造技艺中的智慧， 经过反复
推 敲 和 精 心 设 计 ， 最 终 攻 克
了 这 一难题 ， 成功完成了楼阁
的设计。

2012年， 高达51米的圆通阁
正式完工。 这座建筑除地下一层
的城台全部采用石材外， 上部主
体结构均由木材搭建而成， 梁、
柱 、 枋等构件均为纯木榫卯结
构， 未使用任何钢材和水泥。 这
种传统木结构的运用， 不仅展现
了中国传统营造技艺的精妙与智
慧， 更让张越深感其弥足珍贵。
在她看来， 这不仅是一种对传统
技艺的继承， 更是传统建筑在当
代的生动再现， 是一种更具生命
力的传承方式。

传承古建技艺， 守护历
史记忆

从北京鼓楼出发， 沿着街道
一路向北步行约200米， 便能抵
达豆腐池胡同。 在这条古朴的胡
同深处， 有一座始建于元代的道

观———宏恩观。 宏恩观的前身是
元朝元贞年间建立的千佛寺。 这
座寺庙位于元大都中轴线的最北
端， 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其建造
初衷是为了护佑皇城安宁， 庇佑
百姓福祉。 据史料记载， 千佛寺
曾被誉为 “龙尾之要”， 象征着
它在元代都城建筑布局中的独特
地位和重要使命。

墙体局部开裂， 砖石构件缺
失……屋面局部长草， 导致瓦件
碎裂……当时， 这座曾经庄严肃
穆的道观， 因岁月侵蚀和功能变
迁已满目疮痍。

“我们为 ‘生病的’ 宏恩观
开出 ‘诊断书’， 也为其量身定
制了 ‘药方 ’。 然而 ， ‘药方 ’
制定并不容易， 要求我们必须以
严谨的态度、 细致的观察和专业
的素养， 深入历史的长河， 探寻
这座古建筑的前世今生， 挖掘其
背后的文化底蕴。 同时， 我们还
要对古人的营造技法进行深入分
析和研究， 力求在修缮过程中既
遵循传统工艺 ， 又兼顾现代技
术， 以确保古建筑在修复后能够

最大程度地恢复其历史风貌， 重
现昔日的辉煌。” 彼时已经成为
古建所所长的张越， 指导团队认
真研究修缮工艺。

“当揭开宏恩观帝君殿房顶
的筒瓦时， 我们发现其屋面基层
的工艺极为特殊。 传统的屋面施
工， 通常是在木望板上先铺设护
板灰， 随后依次进行泥背、 灰背
处理， 最后铺设瓦片。 然而， 帝
君殿的屋面结构却与众不同： 其
椽子之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石望
板， 石望板之上则是白灰背。 这
种独特的屋面做法在官式建筑中
较为罕见。” 张越介绍说。

为此， 团队找到相关的古建
专家， 了解相同工艺的案例， 再
根据现场石板的厚度、 材质， 添
配同质材料。 经过一次次的实验
对比， 团队最终研究确定可行的
白灰配比， 并将这些内容记录在
案， 为后人再次修缮留下依据。
“虽然这些细节在表面难以察觉，
但当后人再次打开修缮时， 他们
应当看到准确的原工艺。 我们不
能让这段珍贵的历史信息在修复

中丢失， 而要将文物及其蕴含的
文化真实、 准确地传递给后人。”
张越说道。 在修复过程中， 团队
坚持采用古人所使用的工艺进行
修复， 力求让每一处细节都还原
历史的真实面貌， 让文物在岁月
流转中延续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拂去历史尘埃， 让老城
焕发生机

2024年5月 ， 北京市住房城
乡建设委发布 《北京市合院式历
史建筑修缮技术导则 （试行 ）》
（以下简称 《导则 》）。 《导则 》
从勘察测绘检测鉴定、 保护施工
方案、 保护修缮施工到最后的验
收， 对合院式历史建筑予以全流
程 关 注 ， 尤 其 对 修 缮 过 程 中
的 材 料工艺等进行重点控制 ，
为保护合院式历史建筑价值提供
技术支撑。 这一 《导则》 就是张
越带领团队深入调研取得的最新
研究成果。

其实， 张越的目光很早就被
北京胡同四合院所吸引。 刚到北
京时， 她在上下班的路上经常
会沿着后海从德胜门步行到地
安门， 途中高低错落的院落以及
充满北京老城的烟火气强烈吸引
着她。

“如果说北京老城里的故
宫、 王府是耀眼的 ‘红花’， 四
合院就是衬托 ‘红花 ’ 的 ‘绿
叶’， 都必不可少。” 张越告诉记
者， 合院式历史建筑绝大多数建
于清代至民国时期 ， 年代跨度
长、 地域分布广， 建筑单体具有
不同的时期特色。 丰富多样的合
院式历史建筑除了建造的材料工
艺不同， 各时期的建筑外观和结
构方面也有很大差异， 这给 《导
则》 的撰写带来了不少困难。

“早期的传统民居建筑大多
采用木结构坡屋面， 搭配青砖灰
瓦， 展现出古朴典雅的风貌。 到
了民国时期， 建筑风格发生了显
著变化 ， 砖木混合结构逐渐兴
起。 这一时期的建筑不仅在结构
上有所创新， 还融入了许多西洋
元素 ， 如西洋门 、 局部平顶设
计， 以及二层独栋洋楼的出现。
这些洋楼常常配有拱券门窗、 西
洋式砖檐、 挂檐板、 倒挂楣子、
坐凳楣子等精美装饰， 室内则设
有隔断和色彩斑斓的地面花砖，
这些细节都赋予了建筑鲜明的时
代特色。 对于这类具有历史价值
的建筑， 维护修缮工作必须严格
遵循其形式、 结构、 材料和工艺
的特征 ， 力求在保留原貌的同
时， 延续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
史价值。” 张越说， 《导则 》 就
是通过对修缮技术要点的详细控
制， 为施工工艺流程、 质量控制
和验收提供依据， 从而有效保护
与传承传统工艺。

“我们传统建筑从业者需要
做的， 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拂去
历史尘埃 ， 让古老建筑重现光
彩。 同时， 培养居民的文化守护
意识， 从而改善并提升街区的文
化氛围与生活环境。 期待我们的
努力能够形成 ‘星火效应’， 使
老城重拾往日风采， 焕发出新的
生机与活力。” 张越说。

———首都巾帼劳模工匠风采录

她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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