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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Wenfeng Tower, Yangzhou Cit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tower 
structure and breakage situation, an exploration and mapping of the Wenfeng Tower have been made. And this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furbishment program. The principle idea of the repair process is to keep the original 
structure and also to take using convenient, safety and harmony into consideration. By keeping the main style, scant-
lings, architectural features, materials, texture process unchanged, replacements and restoration to the damaged parts are 
made so as to restore and maintain the original style of the building and 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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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扬州市文峰塔的兴衰与历史变迁，通过勘探测绘，了解了塔身的结构与破损情况，为制定修缮

方案提供了依据。修缮的指导思想是，以“不改变文物的原状”为原则，同时兼顾到使用方便、安全及风格协

调等因素。在主要式样、构件尺寸、建筑特色、材料质地、工艺流程等不改变的情况下，对损坏、损毁的部件、

部位进行修补、更换和复原，以恢复和保持原建筑的风格和结构调整，达到“修旧如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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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扬州市文峰塔位于扬州南门外文峰寺内，西邻古

运河。 

大运河是古代扬州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大运河

在此转弯(因塔而名宝塔湾)，水流变缓，是古代商贾

船舶泊锚之地，因此，历史上这里相当繁华。许多历

史名人在此留下千古佳话。 

文峰塔始建于明万历十年(1582 年)，塔身为外八

边形、内四方形的七层砖砌体结构，这种结构在中国

古塔中是极为罕见的，为南方楼阁式古塔的典型代 

表[2]。 

历经四百余年的风雨侵蚀和地震、兵火的毁坏，

塔身多有破损，而挑檐、塔顶及楼盖等木结构几经修

复，早已面目全非：清康熙七年(1668 年)，山东胶城

大地震波及扬州，塔尖坠毁，次年修复；咸丰三年(1853

年)，塔遇兵火，腰檐、平座等木结构尽毁，仅剩塔身，

民国年间，扬州众僧重新募修；1957 年和 1961 年两

次大修，由于缺乏文物保护知识，使用了大量的混凝

土材料和构件，加大了屋面及挑廊的重量，使挑廊外

侧下坠严重，望柱和栏杆(均为混凝土构件)受拉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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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已遭破坏。早已关闭游览。 

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化城市的建设，文峰塔作为扬

州市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也迎来了恢复修建的机遇。 

2. 勘查、测绘及校验方法 

由于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古塔建筑图纸等原始资

料很少，必须通过勘查、测绘，为全面、科学地鉴定

和确定施工方案提供准确的依据。具体的勘查测绘内

容包括：法式勘测与残损情况勘测、动力特性测试、

结构抗震能力计算分析及大小尺寸测量和图样绘制

等，这里主要介绍测绘工作。 

2.1. 测绘要求与难点 

按抗震鉴定与施工的要求，必须提供古塔主体的

三维尺寸与倾斜度，楼层结构的尺寸、材料和相对位

置，塔平座的构造与尺寸及各部分的连接构造等。根

据观察文峰塔的周围环境，勘测工作将会遇到如下困

难： 

1) 特殊部位的具体尺寸将难以准确测量，如塔

檐、塔刹等； 

2) 某些特殊部位的构造无法或者不便详细查看，

如回廊顶与底层塔檐及各层塔檐与墙体的连接等； 

3) 古塔年久失修，多处严重变形，很难确定其应

有的位置和尺寸； 

4) 塔身的倾斜度及其变位速率难于一次观察确

定。 

2.2. 确定测量方法 

古塔坐落在树木葱笼的文峰寺内，周围通视条件

较差，其外部很难依靠卫星定位等仪器全部测量，同

时由于塔檐等结构挑出塔身较远，塔身七层，通高近

50 米，是人工所无法直接测量的。故制定的测量方案

为：内部全部手工测量；外部以手工测量为主，对于

塔刹等实在难以手工测量的，则用仪器在通视条件相

对较好的角度补测；并对塔檐等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

的点对手工测量进行校正。具体方法如下[3]： 

1) 平面尺寸：塔身的外围理应为正八边形，塔室

内部 1~6 层为上下错角布置的正方形，但由于施工的

精度及年久失修等原因，棱角已不分明，对准确量取

各边实长带来不便，因此采用量取边长和外围周长再 

平均的方法确定墙体的内外尺寸。 

2) 高度尺寸：以回廊地面为相对零点，分别向上、

向下量取台阶和各层高度。为减少误差，对远离塔室

和回廊地面的，以塑料软管抄水平，并借助于水标尺

和吊铅垂线等方法量取高度。 

对于塔檐等，由于挑出墙体较远，难以用尺直接

量取其悬挑的长度和翘起的高度，采用了一种特殊的

测量方法，详见参考资料 2。 

后用激光测距仪等对塔刹、塔顶、塔体总高和

垂直度进行补测，并且选取通视条件好的西北角对手

工测量的塔檐、层高等进行校验。 

2.3. 绘图 

1) 由于测量和建造误差及长时间的磨损，该建筑

的各边尺寸不等，但理论上应该为正八边形结构，为

节约绘图工作量，同时使各层挑檐下口与平面图较好

地衔接和对照，并保证同一层墙身的完整性，平面图

采用对称画法：一半画平面图；一半画顶面图。而且

顶面图采用镜像投影法和分层表示法，如图 1 所示。 

2) 在剖面图和立面图中，虽然按实测，二层以上

各层挑檐的高、阔似乎无规律，尤其是顶层尺寸偏小，

但是从美观的角度考虑，它们应该符合一定的规律，

有理由推测：除底层有回廊，其屋面的尺寸较大外，

上面各层(包括顶层)的挑檐和挑台之边理应在一倾斜

的直线上。现实情况一方面可能是年久失修，各结构

发生变形；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以前施工没有图

纸，工匠凭经验很难精确或者计算错误所致。作为测

绘，可以如实绘制实物图样，但是作为重修、施工的

图样，应该精确、合理且符合规律和美观，如图 2 所

示。 

3) 在剖面图图中，将被剖切后不存在的楼梯段用

虚线表示出来(类似于镜像投影)，从而是楼梯上下贯

通，以利于看图，如图 3 所示。 

3. 修缮 

3.1. 确定修缮方案 

文峰塔作为文物类古建筑，修缮的目的是为了其

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使其能健康的延续下去。修缮

方案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

“不改变文物的原状”的原则和节省工料的要求[4]，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56 



扬州市文峰塔勘探、测绘、修缮侧记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57

 
 

底层仰视平面图底层平面图

青砖侧砌散水坡 

北 

 

Figure 1. Floor plan of the Wenfeng Pagoda 
图 1. 文峰塔平面图 

 

同时考虑到使用的方便、安全及风格协调等因素，在

式样、构件尺寸、建筑特色、材料质地、工艺流程等

不改变的情况下，对损坏、损毁的部件、部位进行修

补、更换和复原，以保持原建筑的风格和结构特征。

为对外开放、发展扬州旅游业和建设“文化扬州”发

挥积极的作用。 

按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笔者查阅了大量可信的

历史资料和照片，结合本次勘测报告，同时吸收扬州

传统建筑的做法，并聘请古建、文物专家做顾问，制

定了如下主要方案[5]： 

1) 室按明形制(因塔室砖砌体为明代遗物)，其余

按清中、后期形制(因为轩廊及屋面表现的风格以清朝

后期为主)，并结合扬州传统地方建筑手法来进行，尽

可能保留其原有的建筑信息。 

2) 采用揭瓦大修的方法进行修缮，即望瓦落地，

整修木构架后恢复瓦屋面。损坏的构架尽可能采取

“铲、挖、填、补”和铁件加固的方法给予保留；损

毁严重而不能使用的构件按原材料、原尺寸、原结构

和形式进行更换。 

3) 保持原结构的面阔、进深及台明的尺度，保持

原梁架结构、形式及举折，装修形式及用材按原制修

复。 

4) 拆除所有的水泥封面、台阶、水泥沙浆仿筒瓦

及望柱、栏杆等各混凝土构件，更换为应有的方砖、

青石、粘土筒瓦及木质构件。其中，砖、瓦构件按现

存规格、制式委托古典砖瓦厂开模、制坯和烧结；沟

头、滴水等配件按原图案、规格、制式烧制；木构件

明末清初形式制作。 

5) 塔刹加固，更换锚链揽风(铁链取代钢筋)，安

装避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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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塔立面图 

 

Figure 2. Elevational drawing of the Wenfeng Pagoda 
图 2. 文峰塔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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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塔立面图 

文峰塔剖面图   

 

Figure 3. Cutaway drawing of the Wenfeng Pagoda 
图 3. 文峰塔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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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挑廊面及栏杆：拆除砂浆面，恢复方砖面层，

同时修补和补贴照面枋外立面的方砖挂枋——用铁件

与照面枋连接；拆除原木材基层，校平挑头梁，用铁

件加固照面枋及楞木，更换失去承载能力的构件；材

基层及嵌入墙内的木构件刷防腐沥青；拆除钢筋混凝

土栏杆，按明末清初形制恢复木栏杆(如图 4，参照历

史遗迹——南通文峰塔勾栏造型并结合时代特征 终

确定为方案三的“万”字造型)；栏杆柱(望柱)采用传

统的锛锁结合的对拼做法。 

6) 做好排水系统、白蚁防治、消防安全等配套工

作。 

3.2. 主要修缮项目和具体方法 

1) 基础：恢复原建筑台基和台明的砖细表面；塔

周边墙设隐蔽排水设施，补铺和整修塔基周边砖散

水，并沿散水周边增设砖细明沟，将雨水排入地下排

水管道。 

2) 室内地面：拆除现有水泥地面，恢复方砖地面；

用旧青石恢复石台阶。 5) 墙体及粉刷 

3) 楼面：塔室楼面破碎方砖按传统做法修补配

齐；整修薄板天棚；加固木楼梯，拆换破裂和损坏的

踏步、踢脚板，补齐和加固防滑铁件，加固楼梯栏杆

扶手。 

①清水墙：底层轩廊外墙为清水砖墙，外墙面基

本完好，按原色调调配色浆涂刷；内墙面需先修补后

粉刷，修补时用软布遮盖墙面石碑，完成后再对石碑

表面进行清洗。 
 

 

木栏杆方案一 

木栏杆方案二 

木栏杆方案三 
 

Figure 4. Elevational drawing of wooden baluster 
图 4. 木栏杆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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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浑水墙：2~7 层均为浑水墙身，外墙面对校平

挑头梁时挖补的墙体用青灰砌筑，内部用水泥沙浆砌

筑，砌筑时注意砂浆饱满，逐层砖、砖咬接，与原墙

面合拢时，砖应刹紧填实；内墙面全部铲除原粉刷层

后，重新用纸筋灰浆粉刷；门窗套及角柱经修补后，

改用水泥加青煤粉刷。 

6) 外挑屋面：2~7 层均为悬挑式外廊，廊顶单步

梁长期受屋面荷载作用下挠较大，需尽力校平；拆除

腐朽的椽、望板和封檐板，并按原制进行恢复；配齐

老角梁下端的木雕花篮饰件；补装遗失的铜质风铃。 

7) 瓦：屋面筒瓦破碎较多，渗漏严重，需全部落

地，待木构架修整和木基层恢复后，再进行屋面做脊

铺瓦；剔除建国后整修改用的水泥沙浆筒瓦及其他砂

浆复制品构件，不足部分按现存规格、制式、图案等

委托古典砖瓦厂开模、制坯和烧结；铺瓦采用混合砂

浆，要求丽行宽度均匀、盖瓦顺直、顶面曲线流畅。 

8) 木门窗及塔心木：所有木门窗均用木锲加固榫

卯的方法进行修整，并用铜质铰链替换已锈蚀的铁铰

链；塔心木用镶木六棱柱替换已损坏的薄板镶包的六

棱柱，但仍保留明代风格。 

9) 油漆、彩绘：所有木质构件均按原色调调配桐

油和油漆处理；底层轩廊内的枋和月梁的原有彩绘全

部保留，并予以妥善保护，新换构件按原样进行雕刻，

并仿原风格、色彩做彩绘。 

10) 塔刹：塔刹基本完好，只需局部修整，校正、

加固，塔刹缆风绳用铁链替换已经严重锈蚀的钢筋，

并使两端锚固，保持八根缆风绳张弛一致。 

11) 其他：现宝塔内无避雷装置，修缮时拟委托

专业设计和施工单位进行设计和安装；勘测时虽未发

现有蚁害现象，但仍需将防蚁和防火工作一步到位。 

4. 竣工验收 

修缮施工过程中，充分收购和利用旧砖、旧瓦，

新增添的材料由专业人员负责加工制作，并对新材料

作做旧处理，使之与原建筑协调一致，实现了“修旧

如旧”，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保持和恢复了文

峰塔应有的本色。各分项工程经甲方验收，均达到了

设计和施工规范要求。 

本工程在优质地完成文峰塔修缮的同时，还整理

出了一套完整的资料，包括：图纸 20 余张；所有隐

蔽工程的签证资料和各项材料的质保资料等。为日后

的管理提供了便利，也为“文化扬州”的建设交了一

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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