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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陳漫天通過一個在長沙的東安
商人的邀請在他的帶領下用兩天時間走訪了東
安縣境內的席寶田的故居、葉兆蘭的舊宅、榮
維善的莊園、唐元甫的故居和墓地，以及東安
縣政府附近即將拆除的蔣家院子，還不包括唐
生智的公館，這些都只是東安「湘軍文化」的
部分景觀。他們每到一處，古建築滿目千瘡百
孔。痛惜之情，無以名狀。告別東安，由此展
開。

東安古蹟：中國建築藝術的瑰寶

建築是歷史文化最直接的載體，明清兩代的
全部建築都在東安有完整體現，最早的建築是
宋帶的，而且因為東安出了一支著名的湘軍地
方武裝，所以太平天國、同治年間的建築更加
經典，不是一般的民居，而是官家大宅，這體
現了中國南方最高的建築藝術，也是湘軍文
化、湖南歷史的一部分，其文化價值巨大。
湖南永州東安縣保存有明代到清末的大量古

建築，特別是清末湘軍建築堪稱湖湘文化的代
表作。東安縣在清朝末年出了提督（類似大軍
區司令）、總兵（類似軍分區司令）、布政使
（類似省長）、道台（類似副省長級）20多人，
各級武將文官逾200人，都是隨「精毅營」主
帥席寶田參加曾國藩湘軍的東安人。這些人隨
湘軍領袖曾國藩東征西討、鎮壓太平軍，抵抗
英法日帝國主義，建立了功勛，最後做了大
官，在外獲取了巨額財富，帶 天下的能工巧
匠回到家鄉東安，大興土木，建築了宏大的莊
園，有的可以住千人，屋連屋數華里不絕。
陳漫天告訴記者，席寶田的故居、葉兆蘭的

舊宅、榮維善的莊園、唐元甫的故居和墓地，
以及鐵爐村、蔣家院子、桑家院子、張家院
子、周家大屋等明清古建築群落，還不包括唐
生智的公館，這些都只是東安明清古建築群的
部分景觀。他們建造的這些故宅，集湖南傳統
民居、江浙園林、海派建築特色於一體，是那
個時期的特色建築，為湘南所獨有。特別是東
安縣城的蔣家院子，堪稱湖南的石庫門，周家
大屋也是明代建築的經典，有非常重要的建築
文化學術意義，其價值無可估量。

無可奈何的文化逝去

東安的歷史建築，經歷了歲月的侵蝕，如今
在現代化的大潮之下，土地的開發、城鎮化的
推進，當地居民文化保育意識的淡漠，都使得
東安價值甚高的建築群，漸漸倒塌、荒蕪和消
失，從而從歷史的舞台和地理的現實中逝去。
每一次去東安，陳漫天都會發現，這些優秀

的歷史文化遺存正在被一點一點地侵蝕、毀
滅！他於2010年開始先後3次赴東安縣考察，
開展對這個地區的明清古建築的保護呼籲工
作，並發起上海湖南同鄉會聯名寫信給省政
府、縣政府呼籲保護，省長親自批示省文物局
轉東安縣政府，縣政府也對上海湖南同鄉會給
予答覆承諾開展保護。
2012年7月陳漫天再次到東安時，東安的古

蹟建築已經一點點倒塌、消失⋯⋯保護故土、
歷史的遺跡，在陳漫天看來是自己的責任。他
告訴記者，當他覺得自己不能負責任地告訴大
家：這些存在了200年、500年風雨不倒、甚至
更早到建於南宋時期的歷史建築藝術瑰寶能繼
續在當代安然的留存下去時，應該讓藝術家、
文人以及一切關心文化的義工們，為東安的歷
史建築，進行一次最後的道別。所以本 對歷
史文化認真的態度，他認為，必須對保護的工
作進行一次有意義的創新式總結。

告別：搶救性藝術創作

經過數次的調查、走訪和了解，陳漫天已然
確定，東安的文化建築古蹟，已經難以保存，
徹底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而且這個時間會很快到來。因此，他決定
以「告別」為主題，發起民間的文化搶救活
動。
陳漫天告訴記者，他曾經在上海的湖南同鄉

中，發起呼籲保護活動，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
和響應，但最終決定啟動時，卻發現不少人口
惠而實不至。於是他在自己的圈子中組織去搶

救性的拍攝和寫生活動。這樣的做法，被文化
圈中的不少人戲成稱為「遺體告別活動」。陳
漫天本人覺得這樣的稱呼很合適，於是就用了
這個名稱——「告別東安」。他先於2012年7月
下旬去東安呆了5天，對當地尚存的古建築遺
蹟進行了拍照，搜集了2000多張的風景建築及
構件照片，力求經典、完整，為將來出畫冊作
好準備。
告別東安的活動，當代藝術家、畫家、工藝

美術家和職業攝影師有10餘人。大家總的態度
是一致的，是想通過集體的呼籲能夠停止對古
蹟的破壞，保存這一片文化的空間。隨後，他
又於2012年8月20日組織藝術家、攝影師、企
業家、金融家、人體模特、媒體記者等共計10
車40餘人，分別由長沙、上海、北京、衡陽、
景德鎮、美國、加拿大、法國等地出發，到達
東安縣進行人體行為藝術攝影活動，想盡最後
努力引起各方面的重視，提升大家的文化保育
意識。但令人悲傷的是，隨 歷史建築古蹟一
點點消失，那只是個善良的願望和夢想罷了。
縱觀整個告別東安活動，留給陳漫天印象最

為深刻的事情，就是每次去東安，古蹟都會比
自己上一次去時更加破敗。據悉，陳漫天到過
東安五次，每次都因為破壞速度之快而震驚，
但久而久之，任何人都會麻木，因而，任何印
象深刻的事情，就是他前一次看到還在的很多
東西，這次再找已經無影無蹤、灰飛煙滅了！
「我們明白，我們雖無力阻止這個時代的拆毀
歷史古蹟的狂潮，但我們可以通過鏡頭和書籍
記錄下這些即將湮滅的文化藝術瑰寶！我們有
義務為子孫後代記錄下這些即將湮滅的輝煌的
歷史！」這是陳漫天的文化獨白。

逝去古蹟，傷感的心靈

東安這樣的個案，在內地還有很多。陳漫天

覺得，像東安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很多，文革
期間，不理智的中國人毀了一批廟宇，但對於
歷史建築並沒有傷筋動骨，那些東西還在那
兒，不會拆，而且那時候販賣古董是要坐牢
的。改革開放後，隨 現代化進程的起步，因
為有了房地產開發，歷史建築才會被大量拆
毀！現在全國大城市幾乎一個樣子，全國的小
縣城也幾乎一個模樣了！什麼都要拆了新做新
建。在不正常的經濟增長觀念下，遭到毀滅
的，就是文化。
陳漫天認為，如果說，在文革時期，中國人

是在愚昧之下去毀滅、糟踐文化和歷史，則如
今的中國人則是在現代化的名義下堂而皇之地
與歷史、文明的記憶告別、再見。陳漫天告訴
記者，對東安那片古建築，他們盡最大的努
力，搞了最後的告別，留在心靈中的，則是永
遠的傷感和無奈。
對於未來，陳漫天覺得，加強文化遺蹟的搶

救性保護、加大投入，不以失去文化符號為代
價去推動現代化，這是政府的神聖職責；提升
自我的文化保育意識，增進對土地上的歷史認
知，這是民眾需要完善的方向。

告別東安，組織這一活動，最大的困
難，不是人力、財力、物力。相反，來自
民間或是自己的朋友，提供車輛、食宿的
幫助，讓前往東安從事告別寫生的藝術家
們得到了很多的便利。那麼，困難其實
是，無論藝術家和民間人士如何努力，都
無法挽回古蹟消逝的命運。

國家應派專業者保育

陳漫天認為，文化遺產的保護屬於社會
公益，不能和經濟利益掛 ，國家應該有
經費、有專業人員來做這件事，作為一個
文明國家，我們不能一提到保護古蹟就一
定要想到必須有商業利益回報，可以有多
少預算，有多少提成和回扣，有多少工程
可以發包給熟人⋯⋯那即使想去保護也只
能是破壞。其實保護是維持現狀、適當修
復，並非叫你翻新，試想羅馬競技場或雅
典神廟要翻新復原後結果會怎樣？
本來，對於文化遺產的保護，文藝

界，知識界都有很多好的辦法可以提供
解決方案，但為什麼最後中國的古蹟保
護都失敗，那是因為很多時候，相關當
事方只看眼前經濟利益，因為好的意見
和建議與經濟利益通常是相左的。比
如，維修和開發古蹟的投入通過旅遊收
入來得到回報，比用鏟車推平它們後賣
給開發商要慢很多，那麼在通常情況
下，人們會怎樣做呢？
陳漫天告訴記者，最後這次告別活動結

束之後，湖南衛視《芒果畫報》做了跟蹤
報道，在湖南造成了一定影響，有很多人

去探訪了當地的一些古蹟，但性質也就是
個告別儀式而已。藝術家們拍攝了大量建
築圖片資料，還創作了一批人體行為藝術
攝影作品，這為他將來出書留下了寶貴文
獻，起碼可以讓我們的後代看到我們的這
一段歷史文化。
除了東安，陳漫天也參加了其他不少的

考察活動。他們每到一處，古建築滿目千
瘡百孔。痛惜之情，無以名狀。這些建築
之獨特，做工之精美，絕不遜色於聞名天
下的周莊、西塘。如果毀掉，將不可復
製！非常可惜！如果加以保護利用，開發
旅遊線路，不知道可以為當地創造多少財
富，造福一方。如何能坐視這些輝煌的歷
史文化即將湮滅？
民眾的保育意識確實有待提高。而

今，當地農民拚命拆毀老屋，將古董建
材變賣。地方社區搞建設也不注意保
護，大片拆毀；這樣下去不出幾年，這
些湖湘文化的「天然歷史博物館」將蕩
然無存了。陳漫天覺得，我們不能夠只
注重眼前的經濟利益，而忽視長期可持
續發展戰略！
試想：我們保住這些老建築，並修築公

路將它們連成一片，可以吸引到資本投入
當地的旅遊開發，我們就保住了這片土地
的特有文化，這些文化又為這片土地注入
名氣和財富。我們把這些老建築保留，建
成主題公園，博物館，旅遊點，那還不是
同樣可以財源滾滾，造福後世嗎？現代化
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如果為了現代化而
毀棄了文化，則實在是很不值得。

告別之後的反思

最後的文化告別，永恆的文人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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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東安，有 大量的歷史建築古

蹟。歲月風霜、斗轉星移，如今，這些

古蹟已然一點點倒塌，一點點消失。為

了留住它們的過去，內地著名油畫家陳

漫天組織了「告別東安」的文化行動，

以此喚起人們留住文化、留住歷史、留

住記憶的心靈。對東安那一片建築群，

陳漫天的心中，是最後的告別，也是永

恆的感傷。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從2010年10月到2012年8月，《瀟湘晨報》、《法制周報》、
《芒果畫報》、《南都周刊》等媒體先後報道了陳漫天先後5次到
東安、從事文化保育活動的事蹟。藉助於本報記者對他今次的採
訪，他又一次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保育觀，希望引起全社會的重
視。
一、對於東安縣全境甚至周邊地區進行全面清查，對於有規模、

有名氣的清代及民國建築群登記、拍照、建立檔案。全國其
他地方也可比照辦理。

二、對登記的老建築掛牌保護，並組織建築專家及藝術家等對老
建築進行逐步修復。

三、集合所在基層鄉鎮開會，宣傳保護政策，提高當地群眾的保
護意識。

四、將建築群連線開闢旅遊公交線路，以「湘軍文化之旅」或其
他地方相應的在地文化為主題，在歷史遺跡保護的基礎上，
開展旅遊宣傳和招商。為發展當地旅遊產業做鋪墊。

五、今後可以大力發展當地旅遊產業，將這些老建築裡的鄉親在
毗鄰撥地安置，讓他們開旅館，開飯店，賣旅遊產品，這樣
實現共同富裕，既解決了文物古蹟的保護問題，又解決了農
民的生活生存問題，還提高了附近周邊的房地產價值，何樂
而不為呢？

■曾經的古蹟，已經漸漸逝去。 ■古建築的殘垣斷壁

■內地著名油畫家陳漫天

■古建築之間

■東安古建築中的花紋 ■鏡頭傾斜，以表現古建築的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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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陳漫天眼中的東安古蹟

文化保育的具體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