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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5日，是中共“一大”、“二大”、“五大”
代表、济南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邓恩铭烈
士诞辰110周年纪念日；4月5日，是邓恩铭烈士牺牲
80周年纪念日。作为党的创建人之一，其历史功绩
见诸于书刊已经很多，但有关烈士的家庭生活和
烈士内心的所感所想还鲜为人知。珍藏于我省各
地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中的邓恩铭烈士的45封
书信，真实地记录了烈士对家庭、对亲人、对革命
同志浓浓的亲情与挚爱，以及对党、对革命事业的
满腔赤诚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字字句句饱含着真
挚、炽烈、坦诚的情感，显露着追求真理、献身革命
的伟大人格力量，闪耀着光彩夺目的革命风采。

家书———

拳拳孝心 浓浓亲情
现存邓恩铭的书信中，有13封是给父母、弟弟

和其他亲属的家书。
1917年，邓恩铭随二叔到济南读书，至1931年

英勇就义，再没回过家乡。但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
余，在腥风血雨的险恶环境中，他始终记挂着家乡
的亲人，读其家书，处处体会得到那浓浓的亲情。

邓恩铭在济南的日常生活十分拮据，1918年，
其姑父从济南回家乡荔波，邓恩铭当时只有17岁，
在给姑父的信中却表现出了难得的成熟：“在东困
苦命运使然，幸勿为家人道，恐明合家增忧也。山
东情形及家叔经过情形，明到东办入学情形，望姑
丈择佳者道之。”为不使家人担心，不给家里增添
困难，他选择了自己默默承受。

走上革命道路后，邓恩铭既是一位伟大的革
命者，又是一位好儿子、好兄长。在其家书中，能看
到他对家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植树节快到
了，朱大人后头我们家的祖坟边，一定要多栽柏枝
树，中间杂一两株樟树，景致更加好看，千万不用
(要)再误了。北门城外同西龙坛也应该栽一点来点
辍点辍。今年三菊、小印的书籍，等男回济南一定
寄来。春天气候不一，总乞千万珍重玉体为要！”

“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
鸡蛋、牛乳、牛肉，千万不可乱吃药，吃错了就坏
事，务必注意。”

邓恩铭投身革命活动，是违背其家庭意愿的。
家人原期望他读书做官，光宗耀祖，邓恩铭对此却
非常反感。1924年5月8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

“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
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邓恩铭视
名利如粪土，而“所志”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家
人的多次规劝下，邓恩铭仍然继续其革命斗争。因
此，二叔中止了对他的经济援助，父亲也连续来信
催逼他回家完婚，想以此来拖住他，不让他在革命
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可这一切都丝毫没能动摇
邓恩铭继续革命的坚定决心。他在信中说自己因
党的“职务缠身”不能回家完婚，明确表示：“儿主
张既定，决不更改。”道出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充分显示了他在革命的道
路上百折不回、义无反顾的崇高革命精神。

1925年9月，邓恩铭收到弟弟寄来的信，说家乡
遭受旱灾，米价飞涨，希望他能寄钱回家，帮助度
过灾荒。邓恩铭在回信中写道：“我从济南回到青
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
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但是，弟弟们，你们
要原谅我，因为我赋性刚直，脾气不好，在这样的

时代，实无我插身的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
在外飘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
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愧疚
之情，溢于言表。其时邓恩铭担任山东地委书记，
如果他想，拿出一点钱来寄回家里并不难。可他连
想都没有想过，体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大公无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风范。

工作信函———

忠诚而刚毅的革命战士
在邓恩铭遗留下来的书信中，有32封是同中

央工作联系、请示汇报的信函。从这些信函中可以
看到，不管多么困难复杂的任务，也不管多么艰苦
险恶的环境，邓恩铭始终忠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
事业，对革命工作夜以继日，兢兢业业，勇往直前。

1923年，邓恩铭前往青岛开展工作。那时的青
岛，党的工作刚刚开展，邓恩铭孤身奋战的局面持
续了很长时间。他在1923年10月19日给时任团中央执
行委员会委员长刘仁静的信中写道：“实好似穷困之
孤军奋斗。”直到1924年3月，青岛“依然是我一人在各
方面跑……”邓恩铭是青岛党的事业开拓者。

比孤军奋斗更严酷的是斗争环境的险恶。
首先是经费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

两年多，还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党，经费非常紧
张。刚到青岛，一无组织，二无同志的邓恩铭更是
如此。“我经济极窘，款速汇来。”这是1923年10月18
日邓恩铭写给邓中夏的信中提出的要求。当时，邓
恩铭在《胶澳日报》担任副刊编辑，但“我在胶报仅
有饭吃，一切用费均须自筹”。现在所能见到的邓
恩铭在青岛工作期间给中央的31封信中，提到经
济问题的有18封，明确提出要求增加经费、速寄经
费的就有12封，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他在经费方面
的窘况。为解决经济方面的困难，邓恩铭在争取中
央增加经费的同时，自己也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在
同中央的书信往来中，他多次同中央商讨开办书
店和学校的事宜。因为开办书店和学校，既能解决
部分经费，又能扩大革命影响，壮大革命力量，取
得一举两得的效果。

比经济问题更困难的是政治条件的险恶。
青岛向为山东咽喉之地，早在19世纪中叶就成

为西方列强觊觎的目标，1897年后先后被德、日帝国
主义强占。邓恩铭到青岛时，形式上日本已交还青
岛，但一切实权仍操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邓恩铭

在给中央汇报青岛形势的报告中曾写道：“‘双十
节’此间不但特别戒严，并请有英舰二只、潜艇五
只，海陆示威……”帝国主义同军阀的勾结由此可见
一斑。在这里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不但会
遭到封建军阀的镇压，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干涉。

此外，由于德、日帝国主义侵占青岛期间大肆
进行奴化教育，部分青岛人的政治、民族意识较淡
薄，增加了邓恩铭开展工作的难度。青岛“商人情
形坏极，抵抗产销税青岛即除外。”“青地学校太
少，且均受过奴隶教育……”“故欲号召群众运动，
实属困难已极。”青岛的舆论界在帝国主义和军阀
的高压统治下也是噤若寒蝉，“最可恨青埠没有一
家报馆敢说硬话，传单他们当然不给转载了。”当
时国共合作已经开始，但在青岛“民不与我合作，
凡事把我们除外”。

尽管困难重重，邓恩铭不但毫不畏惧，而且还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满怀信心地面对挑战。
1924年3月18日，他在给刘仁静的信中写道：“青岛
好像一片干净的腴土，随地可以种植，故我到此后
即作种(植)计划。”他敏锐地观察到在青岛开展革
命工作的种种有利因素。1923年10月4日，他在给中
央某领导人的信中写道：“四方极有希望”，这是他
在考察了四方一带大批工厂后得出的结论。他认
为那里的工人受压迫深，觉悟高。后来震动全国的
四方铁路工人和纺织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充分证
明了邓恩铭的远见卓识。

在邓恩铭的辛勤开拓下，青岛这片“腴土”很
快结出了累累硕果。1923年8月，中共青岛组成立，
这是青岛第一届党组织。很快，“路厂和港都已有
组织，而纱、电、水正着手组织也。”“情形好极，异
常乐观！”1923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
部成立；1924年7月，青岛党组织改称为中共青岛独
立组；1925年2月，又改称为中共青岛支部。青岛市
党团组织的建立，为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
条件，青岛的革命斗争从此掀开了辉煌的一页。

邓恩铭在青岛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作的同
时，还积极利用青岛的党、团员回原籍探亲等机
会，到各地物色积极分子，传播革命火种。“我做事向
来是尽力而为，凡没有和宗兄及济地发生关系的，只
要欢迎我的帮助，我是不客气的。”他多次亲赴淄博、
青州、寿光等地，发展党、团员，建立革命组织。

1925年2月，邓恩铭领导的胶济铁路和四方机
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公开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

会。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罢工的胜利，极大地
鼓舞了青岛工人阶级，各行各业的工人普遍觉醒，
纷纷筹建自己的团体，以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地
位。1925年4月1日，邓恩铭在给邓中夏的信中自信
地写道：“‘世界是工人的’，现在我们缩小些说，青
岛是工人的……此计划两个月内有实现之可能。”
青岛人民的觉醒，引起了胶澳当局和帝国主义的
恐惧。1925年5月29日，日商纱厂厂主勾结胶澳当局
残酷镇压了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制造了震惊全国
的“青岛惨案”。惨案发生后，邓恩铭夜以继日地奔
波于青岛各区各界，领导青岛人民掀起了长达两
个月的反帝爱国斗争的新高潮。

1927年11月，邓恩铭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根据
中央指示，他全力组织农民暴动。对农民自发起来
的暴动，积极参加并进行指导。他在给中央汇报工
作的信中写道，各地农民暴动“发动以后，我们都
派人去参加，一般农民都很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
的指挥”。他还特别注意宣传工作，把农民引向政
治斗争的轨道，在暴动中提出政权及解决土地问
题的主张，使农民逐渐接受并认识共产党。

不惜惟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1928年12月，邓恩铭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
他受尽了酷刑的摧残和折磨，他的痼疾也在此时
复发，但他咬住牙关，在狱中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
和两次越狱斗争，使部分狱友得以逃脱。1930年，其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身份被国民党当局识破，邓
恩铭自知余日不多，在最后一封书信中留下一首
绝命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
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邓恩铭相信，自己
的牺牲将会唤起更多的人投身革命事业，革命必
将胜利。这首诗既是烈士的嘱托，更是烈士留给后
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1931年4月5日清晨，国民党地方当局在济南纬
八路刑场将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人杀害，这位年
仅30岁的水族青年，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共
产主义事业。但是，他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却由
小到大，由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
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历史的年轮已前进到二十一世纪，体现着烈
士云水襟怀、松柏气节的书信，对于激励全国人民
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仍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 往事回眸·红旗飘飘④

不惜惟我身先死
——— 从邓恩铭在山东期间遗存的4 5封书信解读这位革命先驱

□ 邱绍红

邓恩铭，原名邓恩明，字仲尧，化名黄伯云、丁友
民，1901年1月5日出生在贵州荔波县一个贫苦的水族农
民家庭。1917年小学毕业后，他来到济南投奔叔父黄泽
沛。从此，他一直生活战斗在山东，将自己的热情和生命
奉献给了山东人民的革命事业。

1918年，邓恩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
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浪潮
中。此后，邓恩铭阅读了大量宣传新文化、马克思主义
的书刊，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1920年夏秋之际，邓恩铭和王尽美一起，秘密成立
了济南康米尼斯特(Communist)学会，专门研究共产主
义理论。1920年11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发起组织了

“励新学会”，并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
《励新》半月刊。两学会的活动为济南早期共产党组织
的建立，在组织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1921年春，济
南早期共产党组织秘密诞生，王尽美和邓恩铭是主要
负责人。

1921年7月，邓恩铭和王尽美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中共“一大”中惟一的
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为党的创建作出了杰出贡献。

1921年9月，邓恩铭、王尽美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
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初，邓恩铭和王尽美等人
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
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了伟大革命导师
列宁的接见。回国后，邓恩铭和王尽美于5月正式建立
了中共济南独立组。他还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同
年7月，邓恩铭同王尽美又一起参加了中共“二大”。

1923年，邓恩铭赴青岛开拓党的事业。他克服政治
环境险恶、经费紧张等困难，深入群众开展工作。1923
年8月，青岛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岛组建立，邓恩铭任
书记。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成立，邓恩
铭任书记。到1924年7月，青岛党组织提升为中共青岛
独立组，邓恩铭任组长。1925年2月，中共青岛独立组改
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继续担任书记。

1925年2月8日，邓恩铭发动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大
罢工，并取得了胜利。1925年3月，以四方机厂工会为基
础的胶济铁路总工会成立。此后，青岛各行各业的工人
纷纷筹建自己的团体，以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
1925年4月至7月，邓恩铭和青岛党组织连续发动领导了
日商纱厂工人的三次同盟罢工。日商纱厂厂主勾结胶
澳当局制造震动全国的“青岛惨案”血腥镇压工人罢工
后，邓恩铭奔走于青岛各区各界，组织成立了青岛工界
援助各地惨案联合会(即青岛总工会)，掀起了反帝爱
国斗争的新高潮。

青岛工人历时数月的罢工斗争是五卅运动的先
声，“青岛惨案”后青岛各界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五
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青岛是山东工人运动
的主要阵地，邓恩铭是斗争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和指
挥者，斗争的过程充分显示了他非凡的组织才能、敏锐
观察问题的能力及领导工人斗争的艺术。

从1925年8月到1928年底，邓恩铭又两度担任青岛
党组织负责人，并3次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等全省党组织
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上半年，邓恩铭在武汉参加了中
共“五大”，并到毛泽东同志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
所讲课。在他担任省委主要领导时期，山东党组织处于
新旧军阀两面夹击之中。在险恶的白色恐怖环境下，邓
恩铭带领全省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坚持斗
争，使山东党的工作在困顿挫折中曲折发展，保存了党
的力量。

邓恩铭在其革命生涯中，曾3次被捕。在敌人的监狱
中，他表现出了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共产党人的凛然
正气。1929年1月第三次被捕后，为能重返战斗岗位，继续
为党工作，邓恩铭亲自策划了两次越狱斗争，有7位同
志成功逃脱。监狱看守长因此以“渎职”而被枪毙。

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同其他21名共产党员一起在
济南被敌人杀害。

·相关链接·

邓恩铭的革命生涯
□ 孙兴杰 整理

经过数次战乱的洗劫，公元904年，大唐王朝决
定迁都洛阳，大明宫最终荒废。

但是它对于后人的吸引力，千年以来从未有
过消褪。从宋代开始的文人学者都在穷尽自己的
想象，来描绘这个中古时期伟大的建筑奇迹。

这种追忆一直延续到了公元2010年。这个沉睡
了千年的古老生命，正在被逐渐唤醒。但是面对大
明宫残存的一堆堆夯土，今天的人们怎样才能完
成这个梦想呢？

□做为中国大遗址保护的一次重要探索，大
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仅仅是对
于丹凤门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就产生了数十份风
格迥异的设计构想。

丹凤门遗址之所以得到了如此众多的关注，
缘于它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公元662年，丹凤门开
始修建，到它完成之日起，便成为了大明宫的正南
门。它的规制之高，规模之大，都创下了历代都城
门阙之最。

然而，在经过了极致的鼎盛和最终的沉沦之
后，它留存至今的仅仅剩下了门道的遗迹。

这就是东方土遗址的现状，当其上部的建筑
物消失之后，留给后人的往往只是一些夯土基址，
而这些基址同样也非常脆弱。

土遗址的保护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题。
那么该如何才能保护住这脆弱的遗址呢？
大明宫遗址保护和改造办公室副主任王西京

介绍：丹凤门遗址作为皇宫城门，而且五个门洞非
常雄伟，有必要把它的全景给大家展示出来，所以
首先要建馆。

通俗地说，建馆保护就是用一个博物馆式的
建筑将遗址包裹起来，这样不仅保护了遗址，还便
于参观展示。然而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的设
想中，应该突破常见的博物馆形式，力图体现丹凤
门当年的地位，于是她有了一个大胆的创意。

因为历史上关于丹凤门的记载寥寥无几，于
是张锦秋精心研究了多位著名专家对唐代明德门
的复原设计，以及宋代有关城门构造的历史资料，
最终绘出了自己想象中的丹凤门。

在张锦秋眼中，这仅仅是对于唐代丹凤门的
一种推理设计，但是它却触动了大遗址保护中最
为敏感的一根神经——— 复原建筑，这在国际上被
视为遗址保护领域中的禁区。

为了避免复原建筑的嫌疑，在丹凤门最终的
设计方案中，张锦秋一反常态地没有使用唐代宫
廷建筑应有的丰富色彩，而是突破地使用了单一
的颜色，象征西北高原生命之色的土黄色。

这种独特新颖的构想，成为了丹凤门的最终
方案。然而，下一个难题马上接踵而至，要在遗址
上建造这座体量超过天安门的巨大建筑，如何才

能不对遗址造成任何损害呢？
根据国际遗址保护的准则，要求在遗址上

面所做的构筑物或建筑物，必须是可拆卸式的，
不能做永久性的。这就是实施遗址保护工程的
难度所在。

出于对文物保护的尊重，张锦秋采用了钢
结构搭建丹凤门的主体，而城楼的屋顶、斗拱、
檐柱、梁枋等唐代建筑形制，则使用轻型铝镁锰
合金板制作完成。同时把整个建筑体积放大，为
遗址形成了一个人工保护屏障，并达到了国际
公约中建筑可拆卸式的要求。

今天的丹凤门遗址保护和展示工程，集保
护、展示、博物馆功能于一体。张锦秋，这位精于
唐代建筑的大师，将她设计生涯中的又一力作
奉献给世人。

□来自国际上的设计机构，在大明宫遗址
的保护和展示中，也进行了一次次探索和尝试。

紫宸殿作为皇帝的正寝，是大明宫中最为
显贵的宫殿之一，武则天曾经在此垂帘听政。但
是，面对现今残存的夯土遗址，国际设计师又有
什么样的奇思妙想呢？

在经过前后共八轮的提案之后，完美的紫
宸殿设计方案依然没有出现。

当澳大利亚设计团队交来又一个方案的时
候，遗址公园的建设者们感觉眼前一亮，转机终
于出现了。

断续的钢结构轮廓，既不损伤遗址，又能展
现当年宫殿的气势。而在其间种植树木，紫宸殿
的景观也因此而四季变换，古老的大唐宫殿被
赋予了新的生命。

但就是这个让很多人为之兴奋的设计方
案，曾经一度面临流产的境地，其中最大的原因

就是这些种植在其间的树木。在遗址上种树，是文
物保护领域的兵家大忌。

因为随着树木的生长，它们的根系会深入地
下，直接对遗址本体造成损害。

这是一次艰难的抉择。如果不种植树木，紫宸
殿的设计就失去了画龙点睛之笔，它的意义会大
打折扣。但是种植树木确实有可能对遗址造成破
坏，这绝对是无法接受的结果。在无数次的论证之
后，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终于找到了。

为了不破坏遗址，建设者在原来的基面上铺
了一层钢丝和纤维所做的网子，以确保大的树根
扎不下去。

这张大网的专业名称叫阻根膜，在它的上面
建设者们还铺设了厚达数米的覆土层。如此一来，
阻根膜和覆土层就像双保险一样，确保了树根无
法穿透到遗址之上，充分保证了遗址的安全。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规划的重点，就是完
整地展示整个唐代大明宫的规模以及宫殿格局。
建设者们意识到一个问题，要想达到这个目的，还
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水系。

事实上在当年的大明宫内，有一处名为太液
池的湖泊。在大唐帝王的心目中，自己居住的宫殿
应该浓缩天下的精华，因此太液池就是帝国版图
中海洋的象征。

然而，今天摆在他们面前的却只剩下一个污
水池塘，又该如何对它进行保护和展示呢？

根据太液池遗址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成果，一
个大胆的设想产生了——— 那就是恢复唐代太液池
的水面。

但是，这种做法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湖水
的常年渗透，势必会对太液池遗址以及湖边的建
筑遗址产生侵害，同时，未来也无法再进行进一步

的考古发掘。
保护和展示仿佛位于天平的两端，人们又要

经历一个两难的选择。
终于，在多次论证之后，一个特别的方案诞生

了。
太液池底保留原有淤泥，并且在淤泥上覆土

筑底，将现在的湖底和唐代的湖底完全隔离，保护
了遗址不受湖水的侵蚀，也不会对未来的考古发
掘造成障碍。这一做法使得现代水面向内缩进了20
米，成为一个缩小版的太液池。

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设计建设过程中，
类似的协调兼顾数不胜数，对于他们来说，每一次
都像一次阵痛，但正是这种阵痛，促成了中国大遗
址保护和展示手段的成长。

□大遗址中包含的不仅仅是建筑格局与规
模，历年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
物，要把这些文物展示给公众，传达出上面所承载
的历史文化信息，博物馆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载体。

为了这座博物馆的诞生，它的建设者曾经历
尽坎坷。

在最早的设计中，大明宫博物馆是一座地上
建筑。因为顾及到日后考古工作的需要，便将它转
移到了没有遗址的地点，成为了深达12米的地下建
筑。这一巨大的改变，使得从设计到施工的每个
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实公园内所有项目的
建设，都要求以不破坏遗址和预留考古空间为第
一原则，与通常意义的建设完全不同，这里的施工
被形容为“带着镣铐的舞蹈”。

此外，为了普及考古知识，一座占地面积约2万
平方米的考古探索中心，纳入了大明宫国家遗址

拯救大遗址
公园的规划。为遵循文物保护的原则，考古探索中心
没有重新修建，而是在原址旧仓库的基础上，进行内
部和外部改造，并且聘请英国牛津大学对展陈内容
和表现手段进行了全面的设计。

建成之后的考古探索中心，在对考古学进行全
方位展示的同时，成为了青少年亲身动手参与考古
过程，体验考古带来乐趣的场所。

唐代的大明宫，不仅仅是最宏伟的宫殿建筑群，
也不仅仅是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它里面还包含
着大量的历史和文化故事，这种无形的信息，除了用
简单的文字介绍，是否还有更好的方式来传达这些
内容呢？

遗址公园的建设者们找到了一种形式——— 在历
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地点，用雕塑的手法来还原
一千多年前的场景。

当人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些充满唐朝文化色彩
的雕塑，为参观者的联想提供了基础，此地此景，千年
以前的宫廷生活仿佛就在眼前，瞬间有时光倒流之感。

□尽管在展示方面已经做了如此大量的工作，
但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设计建造者们依然觉得
不够完美，现在的设计可以让参观者们体会到某处
建筑的恢弘，但对于这样一个近四倍于故宫大小的
宫殿遗址，仍然缺乏全面的感知。于是，一个新的想法
产生了：复原出当年整个大明宫的建筑图样。

这个任务艰巨之程度似乎难以实现。
唐大明宫从公元904年开始荒废至今，已经整整

过去了1107年，如今它给人们留下的只有残砖片瓦，
以及一道道夯土的遗迹。

史料的残缺，考古依据的不完整，成为了研究人
员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经过艰难的考证之后，转机
出现了。隋代太极宫的宫殿、城门的形制和尺度与大
明宫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正是依靠这个发现，使得
大明宫的复原研究得以顺利进行。虽然这个推断可
能与当年的建筑有些出入，但这已经是目前的研究
能够达到的最大极限。

一年之后，一套详细的复原研究图纸送到了大明
宫建设者们的手中，这套完整的复原图纸让他们的一
个理想得以实现，那就是以此为基础，建造一个可以让
参观者穿行其间亲身体验的微缩版唐代大明宫。

微缩大明宫完全采用唐代的建筑工艺，以纯手
工一砖一瓦一木地进行搭建，将祖先土木结构的建
筑艺术完整地展现给世人。

2010年10月1日，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盛大
开园。

如今，汉长安城、秦阿房宫遗址公园的规划也已
经纳入了轨道。一场史无前例的全国
大遗址拯救工程，正在进行时。

丹凤门保护展示工程方案 麟德殿遗址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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