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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祠圣母殿消防安全保护浅析

马晓军

（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山西太原，030025）

摘要�晋祠是皇家园林的代表祠堂，它历史久远，古迹众多。尤其是主体建筑圣母殿更是以其独

特的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成为闻名遐迩的宋代国宝建筑。我们要保护晋祠圣母殿这样的历史文

化遗产，消防安全工作必不可少。圣母殿是砖木结构的千年古建筑，耐火点很低，殿宇高大易遭

雷击，存在着种种难以克服的消防难题。我们在工作中积累了一套对圣母殿行之有效的消防安全

保护措施。例如，在传统保护的基础上，借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突尼斯式消防安全保护。结合

圣母殿独特的地理性，制定适合圣母殿的“人防”“物防”“技防”的联防机制。引用幕帘式红

外探测仪对圣母殿实现火焰、火情的远程监控等，来确保圣母殿的“安宁”。运用现代科学保护

文化遗产并协调两者之间的平衡性，也就是更好地把华盛顿式消防保护和圣母殿古建筑保护有机

联合，为古建筑的消防安全“保驾护航”。时代发展迅速，消防科技水平日新月异，我们也要与

时俱进，紧跟潮流。把最新的消防科技运用到圣母殿的保护中，为古建筑消防保护迈出探索性的

一步。

关键词�圣母殿�古建筑�消防安全保护�突尼斯式文物保护�消防探测仪

引��言

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原名为唐叔虞祠，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

建。因后人尊唐叔虞为晋王，唐叔虞祠改为晋王祠，简称晋祠。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原大地出现了

很多的诸侯国，但作为国家祠堂保留至今的，晋祠是孤例。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典宗祠皇家园

林，见证了中国唐宋到明清园林的变迁。其丰富的祭祀文化也在众多园林祠堂中孤树一帜，蜚声中

外。1961年3月晋祠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晋祠圣母殿消防保护的意义

晋祠古迹众多，历史久远，祠内保存大量的古建筑、雕塑、碑刻、壁画、古树名木，从不同的

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建筑、园林、雕塑、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晋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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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建筑群之一，总占地

面积101538m2，建筑面积25000余m2，现

存有300年以上的建筑98座、塑像110尊、

碑刻300块、铸造艺术品37尊。尤其是祠

内现存最早主体建筑圣母殿更是宋代建筑

的典范。圣母殿（图1），创建于北宋太

平兴国九年（984年），殿四周围廊为中

国现存古建筑中的最早实例，是中国北宋

《营造法式》的杰出代表，对研究中国宋

代建筑和建筑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殿内

保留的43尊宋代彩色泥塑，是反映宋代宫

廷人物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中国雕塑艺术

宝库中的珍品。此外，殿内保留的宋元壁画、题记、碑刻、牌匾也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如此

众多的珍贵文物集中在一起，这就对文物保护者如何做好消防安全保护工作，为文物保驾护航提出

了新的要求。

2�晋祠圣母殿消防保护的难点和隐患分析

圣母殿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是历代人们不断保护遗留下来的智慧结晶。所有的古建筑

面对消防保护，都具有一个特征，即建筑修建在前，消防保护在后，它和我们现代建筑的消防

建设一体还有很大区别的。文物保护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

针。面对消防工作，珍贵古建筑的保护一直是个难点。目前对于圣母殿消防保护主要还是做好

防范工作，而如果只是单纯以保护圣母殿古建筑采用消防喷水灭火，一旦失火，那么圣母殿内

珍贵的雕塑、壁画必将受到致命毁坏。如何平衡现代消防技术和古代建筑遗产保护，是我们面

临的最大考验［1］。

圣母殿建于1000多年前的宋代，建筑为砖木结构重檐歇山顶，选材大多为附近太行山上的华北

落叶松和柏树。由于树木本身就属油脂类，再加上数千年的风化干燥，圣母殿耐火等级很低。圣母

殿采用“副阶周匝”的建筑模式，空间很大，这也成为火灾一旦发生会加速燃烧的条件。1993年，

依据国家文物的批准，圣母殿实行落架翻修。翻修过程中，发现圣母殿的木材经过千年风化，木材

已经转化为干柴。含水率接近0%，这已经是绝干材的临界点。虽然圣母殿前面就是鱼沼飞梁水源

点，但是由于北方干燥的气候，木材早已充分干化了。而且个别柱子出现了镂空，梁枋椽都有不同

程度的开裂和朽烂，这也为建筑的易燃、自燃埋下了隐患。圣母殿是晋祠的主体建筑，附近的建筑

非常密集，毗连的国宝建筑有鱼沼飞梁、金代献殿等。再加上附近的植被茂盛，大型消防车不易通

行，如果发生火情，非常不利于近距离扑灭。圣母殿建筑高19.5m，整个建筑坐落于悬瓮山的山石

台基之上。因为建筑高大，附近避雷措施少，也给雷击留下了隐患。加上圣母殿位于晋祠主位，是

旅游参观人员必去景点。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存在圣母殿人员密集、不易疏散，吸烟等明火易

发生等隐患。总体来说，圣母殿等古建筑普遍存在危险性大、影响力大、损失大以及预防难、控制

难、扑救难、管理难等问题。业内统称“三大四难”［2］。

图1� 晋祠圣母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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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晋祠圣母殿消防保护措施

 针对圣母殿消防保护的难点和火灾易发原因，我们也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物消防安全保

护措施，并加以运用实践，也确保了晋祠博物馆自成立以来无文物火灾受损情况的发生。现分享几

点圣母殿消防保护举措，以便一起商榷更好的文物消防保护方法。

3.1�传统保护

圣母殿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建筑遗产，它和所有的古建筑一样都具有不可再生性。古代人

民运用他们的智慧，千百年来也留下了很多保护圣母殿的消防方法。例如，定期的古建修复、文物

整理、环境更新、水源配比等方法对现在人同样有启迪作用。当今世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两种形

式：一种是突尼斯式保护，另一种是华盛顿式保护。圣母殿等诸多古建筑大多采用突尼斯式消防保

护。所谓突尼斯式保护就是完全保证古建筑的外观，现代消防设施不更改建筑本身特征，以维持建

筑最大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突尼斯式消防保护的方法就是和文物保护的方针异曲同工，即发挥自

然平衡的功效，突出人的作用。也就是针对圣母殿这样的古建筑，消防工作重点不是火灾发生后如

何去救，而是如何使这样的古建筑火灾发生率降到零。人的防范意识就要放在首位。晋祠博物馆针

对圣母殿这样的消防重点防护建筑，采用的是24h值班和防火巡防无间断制度。白天的陈列人员负

责圣母殿日常维护，夜晚值班人员负责夜间巡防、安全隐患的排除工作，并且相互制约，相互监

督，配有详细巡更及交接班制度。严防死守，以人为本，也是传统保护的核心所在。

3.2�联防保护

现代消防的技术日新月异，人们不断地更新设备完善设施，力争从火神祝融手里抢夺更多的社

会资源，保护人民财产的安全。而圣母殿这样的珍宝建筑也应当与时俱进，配以适合自己风格的现

代消防设施。例如，在圣母殿内布置红外光束感烟探测器。红外光束感烟探测器，作为消防硬件设

施的一种，它引入了PAM技术，可以快速识别火焰、火情。同时它的抗干扰能力较强，不会受到潮

湿、风雨等因素的影响
［3］
。火灾灵敏度可达到1～40m处响应，响应时间是0.5～1s，有利于做好圣

母殿等古建筑的消防安全控制工作。再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晋祠博物馆就投入资金安装了最先

进的电子监控设备，除了做好防火的古建保护工作，兼顾文物防盗的工作重责，几十年随着科学技

术的更新，这套设备也随时推陈出新，保证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古建消防保护的最前沿，做好

早期火灾的探测和报警，把火灾的发生消灭在萌芽状态。但是，无论是红外检测，还是微波检测，

电子监控设备的安装都必须符合文物保护的要求和公安消防的标准，并备案获得批准后方可实施。

圣母殿消防设备施工中涉及的电线都是微电流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电缆布线，也不允许电线直接

与木质建筑接触，大多采用绝缘的穿管走线，既保证了古建的美观，又没有消防隐患的存在。联防

保护就是加强圣母殿的技防水平，以实现对古建保护的“人防”“物防”“技防”的联防手段。

3.3�责任保护

认真落实单位逐级消防责任制和岗位防火安全责任制。每年都会组织召开单位文物消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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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会议，请各部门负责人签署消防责任书和防火安全书。把文物消防保护工作落实到每个人，把

消防安全的思想灌入每个职工心中。组建精兵强将成立一支能够拉得出去的义务消防队伍，对全

景区实行不定期的消防安全检查，及时排除景区尤其是重点部位圣母殿等国宝建筑的消防安全隐

患。每年不少于四次消防安全培训，进行《文物古建筑消防安全》专题讲座和消防安全培训讲

座，让全员认识到古建筑发生火灾的危险因素，了解火灾危险的特点；观看案例分析，自查所在

岗位的安全隐患，制定预防措施，并书写培训心得小节，留存档案。就是通过责任到人，通过学

习消防法规，提高全体职工对圣母殿等古建筑消防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人防工作做到细致

化、责任化。

3.4�消防器材保护

随着历年晋祠博物馆对文物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视，逐年投入资金购买消防设备，更新消防器

材。在2002年投资一套消防管网系统，利用红外线电视监控系统对馆内进行监测。同时对馆内的

29处地下消火栓，2km
3
的水池，275具手提式灭火器，6处消防水带，4个阀门井以及消防工具消防

锹、消防桶、消防斧、消防钩等进行检验、编号、维修，确保消防器材和设施的完整好用。2008年

馆内增设了喷雾水枪、浮泵艇、电动消防车、漏电保护器、个人防护器、巡根系统等一批消防新科

技产品。尤其是在重点部位圣母殿消防器材的配置上也是煞费苦心。圣母殿外南北门内外侧各配置

2个8kg干粉灭火器，殿内增设两个35kg推车式灭火器，左右厢房苗裔堂、骀台庙各设一处消防水

带。并利用晋祠丰富的水源，在圣母殿前面空阔地，分设四处消防栓，保证了一旦周围古建筑有火

情，喷水灭火能够兼顾。而且在消防栓的压力测试也经过科学实验，既要保证压力可以压制火情，

到达圣母殿最高点，同时又要避免压力过大对文物造成二次损害，力争最大限度保护圣母殿等古建

筑，减少文物损失。距离晋祠博物馆2km外还驻扎着一支消防中队，保证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在第

一时间出现。多年来晋祠博物馆区和消防队共享共建，互相促进，消防单位也根据景区文物消防安

全保护的特殊性，调整消防车的安全水压，增设了适用于圣母殿等古建筑保护的泡沫灭火器材。消

防器材的配置使用也是为了强化对圣母殿等古建保护的“物防”功能，在“人防”基础上，一旦发

生火情，可以及时有效地控制初期状况。图2为圣母殿周边消防器材配备图。

3.5�周边保护

圣母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特性也决定了它的消防保护方法和别处古建筑的不同之处。

为了防止雷击，我们对圣母殿周边的关联树木进行了修剪，保证雷电不会由于树木的引导，直击

殿体。实验证明，圣母殿虽然高大，但是在雷雨密集的夏天，也有效避免了雷击所造成的火灾隐

患。而相距20m外的两个30多m高的白杨树，很好地起到了避雷针的作用，化解了来自圣母殿被

雷击的威胁。圣母殿背靠悬瓮山，山体坚硬，杂草灌木丛生。为了消除这一隐患，派专人定期对

圣母殿后的杂草进行修整，并安装铁丝防护网，重新进行绿化处理，种植低矮花卉，既防止山体

滑坡，杂草易燃，又能美化环境。在环境整治过程中，取缔了圣母殿附近所有明火，包括取暖用

电，把古建筑群的火灾等级降到最低。为了拓展消防通道，方便游客疏散，把四棵新中国成立后

种植的柏树进行了移植。保证如有火情，消防车可以在最近位置对圣母殿展开扑救，把文物损失

降到最小化（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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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宣传保护

鉴于文物消防安全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宣传力度

势在必行。在景区所有醒目标志上都写有严禁烟火标志。在

人手一册的门票也印有爱护文物、禁止吸烟的善意提醒。

尤其在圣母殿主要区域，不仅设有警示牌，还有专人负责

明火制止和文物保护宣传，使整个馆区“人人重视安全，人

人宣传消防”。结合景区的旅游淡旺季特点及景区的消防工

作具体情况，采取办消防培训班、实地消防演戏、军训等多

种措施，并会同相关部门，打造景区各种形式的消防队伍，

大力宣传消防知识，不断提高全馆广大干部群众的消防安全

意识，增强单位员工组织火场逃生自救等能力，确保馆内安

全。尤其是围绕圣母殿进行的消防演练，通过全体人员，会

同消防武警、公安干警、医护人员等进行多次模拟训练，强
图3�圣母殿北侧古柏

图2�圣母殿周边消防器材配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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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大家的安全意识，也给参观的游客起到了良好的宣传示范作用（图4）。

3.7�祭祀管理保护

晋祠是山西独具特色的宗祠庙堂，它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祭祀。虽然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简

化规范了很多祭祀活动。但是每年农历的六月十五、七月初二依旧是晋祠主要的祭祀活动日，围绕

着圣母生辰、水母生辰是当地居民最为重要的庙会节日，而这些祭祀活动的中心就在圣母殿。祭祀

就会有香烛烟火的出现，针对特殊祭祀活动的消防工作，我们做了有关祭祀活动的应急预案和实施

方案，力争做到文物安全保护的长效机制。预案中对有关人流疏散控制、车辆出入管理、香火烟烛

管理、消防车辆配置等一系列问题做了详细安排部署。尤其是对火烛香实行专人专管，远离古建筑

区域，做到人走烟灭，安全防范。同时也尽量缩短群众祭祀的时间，减少或分散群体聚集的时间，

消防安全和人员安全双保险。每年五一节假日、十一国庆黄金周等应对游客突增的经验的积累，也

为每年的庙会提供了应急参考，确保了祭祀活动的平安顺利（图5）。

图4�消防安全宣传牌 图5�晋祠祭祀活动现场

4�晋祠圣母殿现代消防保护

文物保护的工作任重道远，对于圣母殿的消防安全保护措施也是大家集思广益，在一代代人

的努力积累下来的。“从严管理，防患于未然”对于任何文物古建筑的保护都适用。尤其是文化遗

产的突尼斯式消防保护都是文物古建筑的消防保护工作走向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相比较突尼斯式

消防保护模式，华盛顿式消防保护模式适用范围更广，实施起来容易。它是以保证古建筑的外观，

内部可以适当根据现代消防的需要增设消防设备，运用现代技术为古建筑“保驾护航”。圣母殿保

护虽然不能增加内部的喷淋装置和烟感报警等装置，但是在圣母殿的维修过程可以有效运用现代科

技。例如，翻修圣母殿时，在柱子、拱枋的开裂、蛀空处，可以运用清洁、高效的阻燃材料填充空

隙，既能有效黏合木结构，也能对木构件进行阻燃处理，从而改善圣母殿木构件的耐火极限。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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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圣母殿殿外壁画的保护，采用耐火材质的墙壁材料临摹壁画，再覆盖在原壁画之上。对绘画颜

料的选择也是以环保、耐火、阻燃为先决条件。充分运用现代文明的科技手段，对圣母殿古建筑的

保护开展多方面的研究，为现代消防保护与古代建筑保护建设开创性探索道路。

5�晋祠圣母殿消防保护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人们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消防技术水平也是一日三变，这对圣母殿

这样的国宝建筑未来的消防保护工作提出新的构想。例

如，运用线性光纤感温探测器，它是响应某一连续线路

周围温度参数的火灾探测器，并将温度值信号或温度单

位时间内变化量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以达到探测火灾并

输出报警信号的新型消防仪器。又如，运用无线监控，

它是利用无线电波传输视频、声音、数据等信号的监控

系统。无线监控由于不需要进行线缆的布防，因此大大

降低了初始建造的成本，特别是扩大了监控区域的应用

场景，尤其对圣母殿这样的古建筑事半功倍。再如，对

于圣母殿这样的古建筑可以采用“强化室外，暂缓室

内”的理念，把现代消防设施安置于圣母殿室外的山石

高空之上，不影响建筑外观的保护，还能有效缓解古建

筑消防保护的压力，同时把对古建筑破坏力较大的消防

直流水枪改为雾状喷淋水枪等（图6）。

结��语

晋祠是集庄严壮观与清雅秀丽、宗祠祭祀建筑与自然山水完美结合的典范。圣母殿更是晋祠文

物保护的重中之重。无论是突尼斯式的传统消防保护模式，还是华盛顿式现代消防保护模式，都要

根据文物保护的原则和消防安全的规定实施。对圣母殿等古建筑进行科学的保护是所有人的责任。

当然在保护过程中应该根据建筑自身特点和特殊环境的需求制定行之有效的消防措施，落实责任，

齐抓共管，确实保护古建筑的消防安全。圣母殿等古建筑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珍

贵历史遗存，我们文博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好这些世代相传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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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消防设施说明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