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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泽俊/中国文博名家画传》

内容概要

从他的兴趣爱好与传奇经历中，人们可以看到公元20世纪古老山西的风土人情和沧桑变化；从他的一
串串丰硕的学术成果里，人们可以触摸到公元20世纪山西古代建筑事业从无到有、曲折起伏的发展脉
搏⋯⋯他就是我国古代建筑维修领域内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著名专家柴泽俊，《中国文博名家画传:柴
泽俊》图文并茂地向你展示了他独特而传奇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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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早年岁月（公元1934～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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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避难参峪村
（三）　差一点随军南下
（四）　两次进太原
二　崭露头角（公元1956～1966年）
（一）　悬瓮山下
（二）　初上五台
（三）　永乐宫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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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赴日本考察
（七）　意大利万国博览会
（八）　切除胆囊手术
（九）　“截留”之争
（十〇）　合编《寺观壁画》
（一一）　越级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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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调任省文物局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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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赴台湾验收失盗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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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数部专著相继问世
（六）　与好友交往
（七）　“又登木塔写春秋”
六　晚年生活（公元2005年至今）
（一）　连任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二）　半个世纪的科学总结
（三）　病袭志坚
七　结语：别树一帜
生平简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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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父亲去世之谜山西临汾古称平阳，地处山西南部。因位于古平水之阳而得名。又因是尧舜之都，
故称尧都平阳，也叫唐都平阳。汾河之水南北纵贯其问，汇入黄河水域。这是一块传播文明的神奇土
地，滋养出灿烂的平阳地域文化，孕育出无数杰出的才俊之辈。汉代的卫青、霍去病、霍光名扬史册
。东晋法显以及记载他艰难历程的《佛国记》，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经一千五百多年的
沧桑岁月，在这块土地上又诞生了一个与法显有着同样情怀的生命。这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心系古建
的护法使者柴泽俊。公元1934年10月4日，柴泽俊就出生在山西临汾的东宜村(图一)。东宜村位于临汾
市正西四十华里的汾河西侧，与它相连的是西宜、刘村、界峪、段村、西马册等四五十个村庄。这里
村庄毗邻，沃野千里。再往西行，便是吕梁山脉延伸的山峰叫姑射山。其主峰叫平山。平山脚下泉水
蜂涌，湍流东去，称为平水。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平山，在县西八里，平水出焉，今名姑射山
。”平水主泉叫金龙池，距临汾市四十华里。在这东西宽阔、南北纵横达一华里的地段上，处处泉涌
穴汇，水溢地表。其水清澈晶莹，水下泉眼密集，灌溉着数百个村庄，泽被万亩千田，养育着几十万
尧都子民。东宜村便是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村落之一。全村有三百多户，主要是由四个大姓氏柴姓、李
姓、孙姓和郭姓组成。其中柴姓和李姓又是这个村的大户家族。柴姓分布在村东、李姓居住在村西。
据《山西通志·秦汉以来别谱》所载：“平阳郡著望二十三姓。其柴氏、姜氏、齐文公子高之后，有
柴高子孙以为氏。”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欠缺，村中柴姓与《通志》记载的柴氏有何渊源待考，但东
宜村的柴氏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却是事实。柴泽俊的曾祖父叫柴百朋，生于公元1850年。从小聪明
，人缘很好，勤奋一生。除了继承祖上留下的一套三间屋的院落和二十多亩地，还先后生育了四个儿
子，即长子作栋、次子作梅、三子作梁、四子作庭。这“作”字辈的四个兄弟也都是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与他们的父辈一样具有北方农民的淳朴、憨厚、勤劳的品质。四个儿子都读了几年私塾，在村
里也算是能识文断字的人了。特别是老二作梅，喜爱读书，几年私塾下来，便跟着乡村一位中医学起
医来。先是替人抓药、送药，渐渐地也能治些小病。加上为人和善，又乐意助人，因此在这十里八乡
也有了些名气。看病的人不论远近都来找他，所以他在这一带口碑很好。很快，年已二十五岁的作梅
与邻村的一位姑娘结婚。这一年是公元1905年。四个儿子中，老二作梅家境略为富裕，平日给全家出
力也最多。他在东傍院后的东南临街的角上开了一间药铺，在这一带影响很大，以致于解放多年仍有
许多人都记得“东宜药铺”和他的主人。这部分收入成为整个大家庭中主要的经济来源。遗感的是，
在日本人占领临汾后，药铺无奈地倒闭了。公元1908年春，柴百朋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孙子，即作
梅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呱呱坠地的男孩，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喜庆和希望，取名延盛，意寓人丁昌盛。
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普遍的寄托。此前一年作梅的长女延第出生，几年后作梅又有了第三个女儿延桃
和第四个男孩延英。作梅仍以看病、抓药和种父亲分给他的五六亩地养活全家，日子也算过得去。他
遵从习俗，送家中的男孩去读书。公元1925年，延盛考上山西大学堂。全家人欢天喜地，柴家第三代
人终于圆了上大学堂的梦。学校的管理是有序的，也是严格的。尽管社会动荡，但学生们并没有辍学
、离校和回家。每月两次军事课，学《步兵操典》等军事讲座，每年还有两次野外锻炼与打靶。生活
困难的可领到每月三元钱的生活费，学习好的可得到一定的奖学金。延盛学习一直很努力，再加上他
的聪明，故而常是“榜榜第一”。每当家里接到这些荣誉，全家着实高兴一番。学校的教育理念也是
新潮的。这个学校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开始传播马列主义。在这一期间，彭真等共产党人组织
成立了山西学生联合会，发动了民权运动、反帝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这些运动都是由学生参加，并
形成很大反响。它们对正在读书的延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每次放假回乡，他都给这个古老而闭塞的
乡村带来许多新的信息和时局形势。以致于他家中的油灯常常亮到天明，人们才依依不合地离开。在
大学堂里，延盛最喜欢听一个叫赵效复的教师讲课。赵效复，字则轩，是赵戴文的长子，早年留学日
本明治大学法律科，回国后一直在山西大学堂任日语教授。他除了讲日语，还讲法律，甚至还讲社会
主义学说史。这一内容是延盛自身专业所及，更是他喜欢听的课。公元1929年6月，延盛完成学业，回
到了家乡。家里早就为他做好准备，所以一回到家就办了婚事，并于第二年有了长子文俊。公元1930
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使大半个中国又处于战火纷飞之中。整个山西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成为
民国时期最混乱的阶段。作梅的东宜药铺已经是勉强维持了，靠种地这点收入又养活不了全家。听说
山东有个矿业公司招人，延盛就在长子文俊不到二岁时去了山东。一年多的时间没有他的音讯，妻子
孙氏和全家十分焦急。后来，有人捎回他给家挣到的一点钱，虽不多却说明他还活着。此后，延盛便
偶尔还能回来看看。每当这个时候，全家就像过年那样热闹，妻子脸上也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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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934年10月4日拂晓，几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划破了黎明前的村庄，延盛的第二个男孩出生了。这个
男婴就是柴泽俊，奶名僧郎。不知是巧合，还是天缘，他的乳名竞与他今后一生的事业相连。这在当
时是谁也想不到的。延盛在家没待多久，便又去了山东矿业。公元1936年2月，落脚在陕北的红军开始
东渡黄河，提出北上抗日，并夺取了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二百里地带，建立了根据地。山
西形势骤然紧张。一天，一位延盛大学的同学找到家里，说要见延盛。作梅本不想告知儿子的去向，
但见来人态度恳切，言谈不俗，就答应尽快找儿子回来。不久，儿子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并与这位
同学彻夜长谈，时而低语，时而大笑。几天后，儿子便背着简单的行李，告别家人，去了西边。4月9
日，阎锡山发布向集中在孝义、隰县以西一带红军的攻击令。蒋介石与张学良也飞抵太原，并分别封
锁了黄河各渡口，同时令东北军、西北军和甘肃、宁夏地方武装向陕甘根据地进攻。红军东进北上抗
日受阻，5月5日回师陕北，东征结束。这几个月以来，全家人坐卧不安，也不知儿子去了哪里，干些
什么。后来终于收到他的信，很短，只说是在外边教书，让家人放心，可一直也没收到过他给家里挣
的钱。当时，泽俊仅两岁，母亲孙氏带着他和六岁的哥哥只得靠给人做针线活和洗衣服补贴家用。同
年9月18日，在太原的海子边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延盛回到家乡住了几天，说是要到晋中
一带办事，顺便留下了带回的部分行李就走了。刚开始还有信来，但后来渐渐少了。到了公元1937年
春天，家里一直没有延盛的消息。父亲作梅似乎感到不妙，常常与延盛的母亲暗自担心，还得安慰儿
媳孙氏，说他一年半载没有消息的事已经很常见了，也许脱不了身，顾不上写信。5月的一天，终于
有了延盛的消息，但这消息犹如一声霹雳，震惊了全家，震惊了柴门一族，震惊了东宜全村：延盛病
死了。什么病？尸体在哪？不到三十岁年龄，走时又是健健康康的，怎么会突然⋯⋯这一连串的疑问
装满了父亲作梅的脑子。全家人悲痛欲绝，儿媳孙氏更是哭得死去活来。此时的柴泽俊不到三岁，哥
哥七岁。哥哥略懂事了，哭着呼喊着“爸爸⋯⋯爸爸⋯⋯”泽俊也跟着哭叫着。家人打开延盛走时留
下的遗物，除了几件换洗的衣物，只有一支笔、几个笔记本和两本泛黄的油印小册子。作梅颤抖着双
手打开书，只见书封上写着《列宁文选》《陈独秀文集》。老人看不懂，也没把它当回事，只是沉浸
在失去儿子的痛苦中。没有人能告诉他，儿子是怎么死的，就连当初那个到他家找儿子延盛的同学也
没了音信。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霎那间，全都降临在这个祖孙三代之
家。延盛死时，年仅二十九岁。死因至今是个谜。泽俊依稀记得父亲当年获得“六榜第一”的木制牌
匾后来被家里用做厨柜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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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与柴泽俊先生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记得那时候，我在文物出版社刚当上编辑不久，正好接手
为迎接建国四十周年而推出的重大出版工程《中国美术全集》的编辑任务。也许是机缘巧合，我独立
承担的《寺观壁画》分册的主编之一就是柴泽俊先生。他负责山西这座“中国古代建筑宝库”内众多
佛寺道观所描绘的精美壁画的编选工作，撰写了有关山西寺观壁画源流、现状、内容和艺术风格以及
独特制作方法的专论，同时还分担了山西部分的图版说明。他对山西古代建筑了如指掌的熟悉程度和
娓娓道来的精辟见解，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慢慢熟悉后，我才了解到柴泽俊先生出身贫寒，
刚上中学即辍学，从农村进城，靠打临时工而进入文博系统工作。他在中国古代建筑领域所获得的知
识、技巧和所有成就，都是靠工作之余废寝忘食地刻苦自学而来。他学历不高，却在长期的工作实践
中勇于探索，细心收集相关资料，乐于写作，笔耕不辍。早在公元1958年初，他就为刚刚成立一年多
的文物出版社编写了《晋祠》这本小册子，并由此与文物出版社结下了难合难分的笔墨情缘⋯⋯当得
知柴先生的奋斗历程以后，我对他的敬佩之情便油然而生，我们之间的友谊也超越了一般作者与编辑
的关系而愈加深厚。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文物出版社开始专门从事各类中国古代建筑图书的编辑工
作，其中着力探索的是如何把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保护与编辑出版工作结合起来。为此，我与柴先生在
古建出版事业上的交往就愈加密切了。从公元1991年，我编辑出版柴先生的第一本八开大型学术图集
《繁峙岩山寺》开始，近二十年间柴先生把他在山西古代建筑保护与修缮领域所取得的绝大多数研究
成果都十分信任地交给我来编辑出版。其问推出的图书有三个系列：第一类是八开大型全面记录性图
集《中国古代建筑》。这套图集中所收录的柴先生有关山西的专著有《朔州崇福寺》、《解州关帝庙
》和《洪洞广胜寺》。第二类是八开古建艺术专题图集。柴先生的专著有《山西寺观壁画》、《山西
佛寺壁画》和《山西古代彩塑》。第三类是十六开古建论著和古建筑修缮工程报告。柴先生的著述有
《柴泽俊古建筑文集》、《柴泽俊古建筑修缮文集》、《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修缮工程报告》和《太原
晋祠圣母殿修缮工程报告》。另外，柴先生还有一些与别人合著的学术图集也交由我来编辑。例如，
《太原崛■山多福寺》和《大同华严寺》。正是在这种长期的合作中，我对柴先生的人品与学问有了
更加深刻的感受和了解。他的道德文章和对古建事业的执着追求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能够坚持在
古建图书的编辑领域默默地耕耘。近年以来，我在策划与编辑《中国文博名家画传》时，当我撰写了
《王世襄》和《罗哲文》两书以后，柴泽俊的奋斗历程和音容笑貌总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为他写一
本书的念头时常萦绕心中。可惜事务缠身，总是迟迟不能动笔。去年上半年见到柴先生时，我又提到
此事。柴先生知道我的难处，便推荐二女婿张传泳与我合作，进行前期图文资料的收集和初稿的草就
。张传泳同志的工作很迅速而有成效。正如他自己所述：“产生写这本书的想法是2008年7月中旬才有
的。在家中看到我的岳父，年已七十五岁的柴泽俊老人，由于健康的原因，视力减弱，行动不便，仍
伏案撰文，心中便觉阵阵绞痛。老人从事古代建筑五十佘年，虽说成就斐然，著述丰厚，但长期风餐
露宿，勘察跋涉，仅永乐宫一呆就是八年。南到永济，北到五台、大同，足迹遍布山西。与家人聚少
离多，又经历次运动、数次手术，身心俱创。每念及此，便觉要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余平生喜爱读书
，但不求甚解，终碌碌无为。待到提笔写作时，只恨胸中笔墨甚少，力不能达。但作为晚辈责任使然
，愿将其精神、人格、成就启迪后人，遂于八个月后停笔草成。”我接到这部书的初稿后，根据这套
书的体例和要求，在目录和章节上进行了大刀阔斧地删改，将其文稿缩减了一半，并对全部书稿按照
我对柴泽俊先生的认识与理解进行了逐字逐句地重新修改和润色。本书除了翔实的文字，还配有一百
四十余幅反映柴泽俊生平的图片。这些图片是从上千幅图片中选择出来的。只想对柴先生所处的时代
有所记录，但仍不能尽意。其原因是当年许多照片的拍摄者就是柴泽俊本人，图像中很少有他的形象
。书中所选用的一些字画、信件、证书和著作等，是由柴先生的儿子柴东强补充拍摄的。他与张传泳
同志几次赴临汾东宜、参峪各村走访，拍摄了柴泽俊出生地和小学校等故址，从而使这本画传更加丰
富而完整。此书的出版展示了柴泽俊对中国古代建筑保护与维修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奋斗人生，必将启
迪来者，循迹前行。这是一件作为挚友和长期的工作伙伴应该去做而又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周成公
元2009年8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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