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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市区，张苍水故居以及
月湖古湖心寺（又名月湖庵）的保护
也有毛昭晰的功劳。

1998 年，我市为建设中山公
园，决定将张苍水故居异地搬迁。
当时，该故居已属海曙区文保单位，
搬迁是否可行引发了文保员、文化
爱好者热议。杨古城、王重光、曹厚
德、王介堂等一致认为，张苍水故居
一旦拆迁，将失去历史意义。

消息传到省里，毛昭晰立即打
电话劝说宁波方面放弃搬迁，他说：

“张苍水是民族英雄！他的故居已
有400多年历史，是重要的文物，不
能拆！”并表示，“异地重建就是对文
物的破坏！”

在多方努力下，张苍水故居保
下来了。后来宁波盛传，张苍水故
居没拆是“因为一位领导发脾气拍
了桌子”，这个“拍桌子”的领导就是
毛昭晰。当有人向毛昭晰求证时，
他苦笑：“哪会拍桌子?文物保护不
是拍桌子能解决的，更多时候需要
求人。”

张苍水故居动迁事件平息后不
久，月湖花屿上的古湖心寺因月湖
景区建设也被列入拆迁范围。古湖
心寺始建于北宋，留下了大量名人
遗迹和题咏。宁波文化界人士都为

这一名胜揪心。
1999 年 4月 21日，工程队进

场，大殿屋顶瓦片几被揭尽，情急之
下，王介堂向已当选第九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的毛昭晰打去电话。
正欲离杭赴京开会的毛昭晰闻讯，
当即给宁波市有关领导打电话：“不
能拆啊，马上停下来！”下午4时，
市文化局派人到现场制止，古湖心
寺拆除工程终于停下。

一次次“救火”，毛昭晰抢救下
来的文物数不胜数。同时，他也是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案的发起
者，在中国大运河申遗、西湖申遗过
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的著作和
论文中，《羽人和海上之路》《江南文
化和古代日本》《遣唐使时代五岛列
岛和明州的关系》等都与宁波直接
相关。

晚年，即使卧床养病，毛老也时
刻关注着文物工作的动态。当谈到
文博事业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多的
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越来越
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时，他的眼睛亮
了，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愿望，是
我最希望看到的。”

记者 顾嘉懿
图文综合国家文物局、光明日

报、浙江省委统战部等报道

奉化乡贤、浙江文物事业开拓者

毛昭晰先生辞世
宁波这些地方被保护
都与他有关

据浙江省文化和旅
游厅消息，1月 5日 6时
40 分，著名史前史学
家、第八届浙江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原浙江
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
物局局长毛昭晰先生在
杭州不幸辞世，享年94
岁。毛昭晰 1929 年 5
月 7 日生于宁波，祖籍
奉化溪口镇石门村。他
一生心系文博事业，被
称为文化遗产保护的
“救火兵”。

杭州黄龙洞边上的
护国仁王禅寺遗址、宁
波的张苍水故居、绍兴
的秋瑾烈士纪念碑，还
有杭州求是书院、郭庄、
沙孟海故居、刘大白墓、
张宪资福庙，嵊州古城
墙，海宁盐官王国维故
居，桐乡乌镇修真观戏
台，湖州钱业会馆……
都是经他努力保护下来
的。

2009 年 6 月，文化
部、国家文物局授予毛
昭晰“中国文物、博物馆
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
号。

毛昭晰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
史专家。1945年他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
一年后转入史地系，1949年开始在浙江大
学人类学研究所读研究生，1951年后任教
于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从事人类学、史前史
及古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83年至
1993年，兼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
局局长；1993年，当选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城市建设如火如
荼的背景下，毛昭晰为保护浙江文化遗产鞠
躬尽瘁。

据友人回忆，当时毛昭晰的时间大多在
路上。只要得知哪里的文物出事了，他会立
刻动身，或者给国家文物局写信，参加调查
组，只要是文物的事，不管哪里，都要去，他
说：“我是来当救火队队长的。”

在省文物局局长任上10年，毛昭晰的
奔走，使浙江大批古城、古镇、古文物在城
市化过程中免于被毁。

就宁波而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保
护与建设，镇海梓荫山、中山公园张苍水故
居、月湖古湖心寺、上林湖越窑青瓷窑址群
的保护都与他有关。

1983年，镇海有关部门决定在招宝山
旁的梓荫山上建电视差转台，还准备在此
建电视台办公用房。可这座小山遍地是

“宝”——山上有宋代的摩崖石刻和清代爱
国将领吴杰的纪念碑，山下是鸦片战争时
期反侵略斗争的练兵场，附近孔庙的泮池
是民族英雄裕谦殉国处，不远处还有唐代
海塘，林则徐被贬后曾到此考察过海防。

眼看极具文物价值的梓荫山即将遭到
破坏，毛昭晰心急如焚，专程赶赴宁波和镇
海做工作，终于使得差转台改建到甬江南
面的金鸡山，梓荫山的文物得以保护下来。

在河姆渡遗址保护与建设过程
中，毛昭晰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河姆渡遗址发掘亲历者汪济英
曾回忆，上世纪70年代，河姆渡遗
址的发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
者，其中就有当时的杭州大学历史
系教授毛昭晰，“那次他来河姆渡，
纯粹是出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但
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是，此行对
后来河姆渡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作用
甚大。”

多次亲临遗址发掘现场，毛昭晰
心中有了一个具体的想法——在遗
址建一个博物馆，让公众能看到丰富
的河姆渡史前文化。但在当时，这个
梦想要变为现实，困难重重。

毛昭晰始终把此事放在心头，
一有机会就大力宣传。1986年春
节，他在浙江美术学院看画展时碰
到时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丰平和
省委宣传部部长罗东，两人被成功
邀请来河姆渡“看看”。最终，一行
人于 1986 年 4 月 16 日出发到余

姚，同行的还有省人大、省外办、省
财政厅、省计经委有关同志。

在余姚，毛昭晰提出应该建一
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得到与会领
导的充分认可。当年6月，河姆渡
开发领导小组成立，1993年5月，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

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毛昭晰
全程参与，对建设方案反复讨论修
改，据他回忆，“一共修改了八次”，

“我们还请浙江省博物馆的美术家
杨柏祥同志设计了河姆渡遗址博物
馆的标志物——三块巨石，两块基
石上架着一块横向刻着‘双鸟朝阳’
图案的巨石，高高耸立在河姆渡渡
口，非常醒目”。后来，这三块巨石
成了河姆渡遗址的标志。

上世纪90年代，慈溪上林湖越
窑遗址也留下毛昭晰的诸多足迹。
据上林湖越窑遗址文保所原所长童
兆良回忆，毛昭晰曾多次到上林湖
调研，每次来总会嘱咐大家“一定要
保护好，为子孙后代负责”。

文化遗产保护的“救火兵”

河姆渡遗址保护的“推手”

张苍水故居与月湖古湖心寺保护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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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昭晰先生

毛昭晰先生是河姆渡遗址保护的“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