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住历史的痕迹：大湾区石刻题记抢救保护调查工程 

文化慈善项目说明书 
 

一、 公益项目名称： 

“留住历史的痕迹：大湾区石刻题记抢救保护调查工程（深圳地

区）” 

二、 抢救保护调查内容： 

大湾区内的石刻文字题记（包括但不局限于野外石刻，博物馆文

管所等机构收藏碑刻，寺庙宫观民居祠堂里的石木雕刻等的铭刻文字，

也属调查内容） 

三、 目的与意义阐释： 

石刻是广东不可移动文物宝库中的一朵奇葩。比如唐开元十五年

（727年）李邕的《端州石室记》。粵北阳山令张本中的揩书《皇宋

圣传颂诗并序》以及韩愈草书墨迹“鸢飞鱼跃”拓本翻刻，文字古劲

遒秀，都是广东地区著名的摩崖石刻。广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

录属于石窟寺与石刻类的不可移动文物共769处。其中已经公布为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1处——其中所包含的

石刻文字题记，根据一些省的先期调查的结果来看，估计实际数量当

在三普文物数据的数倍到数十倍以上。这批石刻文字资料，是广东历

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记载广东历史的珍贵档案，是内容丰富的石刻

图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9%82%95


但是，由于广东地区的石质以红砂岩、花岗岩为主，石质疏松易

于风化。这些石刻地处野外，自然风化、日晒雨侵使其剥蚀严重，图

像、文字漫漶甚至剥落消失；而有些石刻也受到人为的破坏，由于认

识不到重要性，而被当地居民当作建筑材料用来砌筑猪圈、铺路或打

造水缸，对石刻文物造成了破坏；而其中珍贵石刻图像、文字有的也

被不法分子注意，存在被盗、被盗拓，甚至盗拓后石刻被人为毁坏的

现象。因此，大量散见于野外古代石刻文字正在加速灭失，亟待通过

完整的田野调查，加以系统的整理和保护，抢救迫在眉睫。 

通过对大湾区范围内相关地市古代石刻文字的调查和整理，全面

掌握大湾区范围内的古代石刻文字的分布和保存状况，为大湾区范围

内的文物活化利用奠定基础。 

该项目的启动将是首次对大湾区范围内的古代石刻文字进行的

最全面的一次调查和梳理，为下一步记录、拓印、研究和保护工程的

全面立项打下基础。为保护和利用祖先留给我们后人的这笔巨大的财

富，迫切需要开展大湾区范围内的古代石刻题记的调查工作。这项工

程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壮举，抢救性的保护大湾区内的文化

遗产意义重大。 

四、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负责人介绍： 

1、 项目执行方：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文化遗产实验室 

南方科技大学文化遗产实验室（Heritage Lab）于2017年10月

正式成立，系由南科大社会科学中心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多

院系多学科协同推动建设。文化遗产实验室成立以来，引进了一批知



名学者组成团队，已开展多项跨学科、跨平台科研项目，初步建立了

涵盖考古学、人类学、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城市研究

等专业领域的总体格局。 

文化遗产实验室通过整合学科资源、打造特色文科、推进遗产

应用，致力于研究、创新、跨学科合作和国际协作。呼应国家战略需

求，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应用的重大科学难题，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

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在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下，文化遗产实验室

正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科研合作与开发应用平台。 

2、 项目负责人：高大伦 

 

高大伦，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曾历任四川省博物馆代馆长、四川省

文物局副局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四川省第三次文物普查

专家督导组组长（2007-2012）、四川省地震遗址博物馆规划建设专

家组和四川省地震文物征集专家组组长（2008-2012）。国务院特殊

津贴（2006）专家、文化部先进个人（2012）。已出版专业著作10

余部，发表研究论文、译文100多篇。 



高大伦曾组织了中国国内考古机构第一次到国外独立考古发掘

（2006年）；主持了汶川地震遗址博物馆的选址、建设规划方案的编

写，征集地震文物10余万件（2008-2010年）；创设全国第一家文物

医院（2013年）；主张、组织四川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遗址发掘（2016、

2017年）；主持四川省石刻题记调查保护工程（2010—2018）。 

五、 捐赠对象：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文化遗产实验室 

六、 筹款目标：壹佰柒拾贰万叁仟元整（￥1723,000.00元） 

七、 筹款时间：2019年8月-2019年10月 

八、 项目执行周期：本期项目执行周期不超过12个月 

九、 项目目标： 

（一）完成大湾区石刻题记文物的前期勘察、调研工作，系统清晰地

掌握大湾区石刻题记文物具体定点分布的具体情况，整理相应调研报

告《古代石刻题记文物调查与整理工作方案》。 

（二）开展并完成相应文物传拓和文物信息采集、整理的前期试点工

作，为“大湾区石刻题记文物抢救保护工程”重点项目立项，及后续

大湾区古代石刻题记文物调查与整理工作的全面铺开，作好充分准备。 

（三）利用调查成果，选取代表性拓片，举办《大湾区古代石刻题记

拓片艺术展》。 

（四）推出一部45分钟记录片《大湾区古代石刻题记》。 

（五）利用调查成果，推出“大湾区石刻题记古径旅游线路”。 

十、 本益项目的发起方：深圳市慈善会·文物保护公益基金 

十一、 本公益项目执行方：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文化遗产



实验室 

十二、 技术支持单位：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深圳市金石艺术

博物馆 

十三、 本项目批准单位：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十四、 第三方监督管理部门：广东省文物保护基金会 

十五、 公募支持：深圳市慈善会·文物保护公益基金（善款由该

基金接收） 

十六、 项目预算： 

本项目整体实施费用总计：壹佰柒拾贰万叁仟元整（￥1723,000.00

元），预算如下表所示： 

经费预算表 

费用类别 主要内容 说明 
金额 

（万元） 

劳务费 
专家顾问费 4人，每人 2500元/月，5个月 5.00  

专家论证会费 1次，请 7-9专家研讨论证，10000元/次 1.00  

培训费 举办培训班费 

举办 1班（为期 7天），培训工作技术、工

作流程与方法，统一工作思想、严格申明工

作纪律，20000元/班 

2.00  

考古调查 

交通费 
野外调查用车的交通费；用车 800元/日，4

个月 
9.60  

差旅费 
5个小组，每个小组 4人，90个工作日，每

人补助 150元/日。 
27.00  



专门补助费 
野外工作补助费，20人，30个工作日，每

人补助 100元/日 
6.00  

住宿费 
5个小组，每个小组 4人，90个工作日，每

人 200元/日。 
36.00  

拓工费 
拓工费：拓工工资按 400元/日， 30个工

作日，用工人数 5人。 
6.00  

民工费 

野外石刻文字因被覆盖、掩埋，需要民工清

理、翻抬。 
1.50  

民工工资 150元/日，以 50个工作日，用工

人数 2人。 

地方人员协助

费 

各地方的历史人文地理顾问、向导相关支出 
4.00  

搭架费 

由于野外石刻文字多处于野外，摩崖石刻文

字又多位于半山腰，地势险要，由专业搭架

公司搭架 

2.00  

图书资料费 
历史、地理、人文、器物等考古调查图书资

料 
3.00  

文本编制费 编印相应考古调查资料 2.00  

科技考古 
航拍、三维扫描

费 

重要的石刻文字予以航拍或三维扫描的费

用。 
7.00  

影像记录 拍摄记录片 
拍摄考古调查记录片成片 45分钟，每分钟

1万元，其中人工（摄录、剪辑、配音、后
45.00  



期等）27万元；摄录后勤及后期设备（差

旅、住宿、器材、杂费等）18万元 

整理费 
拓片装裱、拍照

扫描费 

为便于保存、展示，需要对拓片装裱、拍照

扫描。按 200元/张。 
6.00  

后勤保障 
材料费 

主要指拓片所需宣纸、墨汁、拓包、棕刷等

的费用。 
1.00  

不可预见费 人工费与其他以上费用之和的 5% 8.2  

合计  —— 172.3 

 

十七、 基金发起单位资质证明： 

 
 



 

十六、深圳市慈善会资质证明： 

 

 
 

2019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