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古迹保护协会
粤古协函 (⒛22)12号

关于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乐善处抢险加固工

程进行竣工验收的的工作汇报

广东省文物局 :

根据贵局的委托要求,我协会已组织了 3名 广东省文物保护

专家委员会专家于⒛21年 8月 25日 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乐善

处抢险加固工程进行竣工验收。现将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乐善

处抢险加固工程验收情况报告》呈至贵局。

专此报告。

附件:广 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乐善处抢险加固工程验收情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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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乐善处抢险加固工程

验收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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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乐善处位置坐西朝东，土木结构。建筑总占地面积大约为 912 平方米，面

宽 30.5 米，进深 34.1 米。

（一）建筑特点

乐善处位于揭西县灰寨镇新宫林村，始建于清代嘉庆九年（1804），坐西北

向东南，中间为三座祠堂，乐善处居中轴线上，祠堂之间有青云巷，三座祠堂

合称“三壁联”，三座祠堂由三面民居围屋包围，前有院落，半月形风水塘，院

落两侧各有一更楼。乐善处历史格局还有继善堂、承善堂，两侧有三巷共六巷，

前后有三街，前侧有东向西，沿着一条轴线连串七门（五门楼，两圆门）。但是

由于城市建设，外围民居、巷道格局破坏严重，仅内侧民居范围保存较好。这

次修缮工程本着修旧而旧的原则，对建筑中路建筑的屋面损坏的部位进行修缮，

主要为瓦屋面、屋脊灰塑、檩条、桷板等木构件。

（二）价值

1.历史价值

乐善处始建于清代嘉庆九年（1804），历经三年，后来人口增多，按照原来

格局不断扩建，逐渐形成一个三街六巷的建筑格局，既有苏州园林建筑的精髓，

又融合了潮汕传统民居形式，是揭阳地区相当突出的古民居建筑，也是潮汕地

区别具一格特别有代表性的传统民居建筑，对研究古建筑史、潮汕民俗史等都

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历史价值。乐善处格局不断扩大的历史，也是当地经济不

断增长的历史，也是当地居民不断聚居的历史；乐善处见证了当地的繁荣昌盛，

也见证了当地和谐的社会风气，乐善处是当地重要的历史见证。

2.艺术价值

乐善处的建筑格局，内有“三壁联”（三座祠堂坐落在中间），外有传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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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围屋，前有一线串七门（五门楼，两圆门）、两更楼， 整个布局“迥”字形，

是整个揭阳地区难得保存下来的融合了当地和苏州建筑风格的传统民居。中轴

线上乐善处祠堂七间三进，在岭南地区也属罕见，两侧祠堂三间三进，围屋左

右对称布局，以天井分隔开，布置得当，祠堂前还有大地坪，方便了居民聚集、

活动，真可谓宏伟、典雅、别致，独具一格。乐善处还有潮汕地区屋架上精美

的木雕，屋架样式独特，雕刻细致。无论是研究建筑格局还是研究建筑构件，

乐善处都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乐善处梁架搭接继承了岭南的传统风格，但是

其根据屋架的走向搭接出不同的风格，梁架上没有花格木雕，亦没有设大型瓜

柱支撑，而用刚好能够支撑的屋顶的木构架，造型独特，用材适量，巧妙地将

屋顶支撑起来。

3.科学价值

乐善处地面、墙体均是夯土，这种工艺要求相当之高，乐善处是一个很好

的学习例子。乐善处中轴线上祠堂七间，琉璃瓦当滴水，雕刻精美，而两侧祠

堂三间，素瓦铺屋面，显示出古代建筑等级之分，还有古代扩建时建筑格局如

何合理分布，最终才形成一个建筑整体，乐善处是借鉴古代建筑风格格局的一

个很好的例子。乐善处具有完善的排水系统：采用自由排水方式，屋面雨水通

过排水沟流向水塘，部分屋面设置有天沟，室内有天井，未发现较大雨水倒灌，

无法排走的情况；乐善处为清代建筑，其屋顶坡度较缓，部分檐柱之间设联系

梁，具有较早期的风格。

二、乐善处的实施情况

（一）建设规模：占地面积为 912 ㎡

（二）工程实施情况

1.工程名称：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乐善处抢险加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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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地点：揭西县灰寨镇新宫林村

3.建设单位：揭西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4.设计单位：广东宏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项目设计方案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二审通过广东省文物局评审。

5.监理单位：广东宏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6.施工单位：罗定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7.合同造价：290700.00 元

8.施工工期：施工工期为 52天，2019 年 12 月 12 日开工，于 2020 年 2 月

2 日竣工。于 2020 年 8月 20 日通过初步验收。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通过省专家

组验收。

9.工程主要内容

（1）对失去承载能力的承重构件进行加固，修复破损严重的屋面，保证结

构稳固性。

（2）排除屋面安全问题，解决屋面漏水、渗水问题。对于在勘察阶段目测

不到 的隐蔽部位，在屋面抢险加固施工时应详细记录并仔细逐一对每一构件进

行排查， 发现情况及时与设计人员沟通以便作相应处理。

（3）依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文物工

作方针，对乐善处的抢险加固应当不仅延长其使用年限，增加其价值与生命力，

而且为其族人提供安全、具有真实可辨识的文物场所，满足其族人的精神需求，

从而以合理、适度的利用来促进其保护。

10．抢险加固主要措施

（1）屋面清理植物、青苔，剔除坏瓦，更换断裂瓦件，检查漏水情况，按

现存样式重铺右厢房及后左廊屋面。搭架后，小心卸下全屋瓦件，剔除坏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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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完好部分，重铺屋面。用硬毛刷 蘸清水手工清洗，并将素瓦件分为两类：

宽而厚的作为阳瓦，薄而窄的作为阴瓦（即 盖瓦）。不足部分按现存尺寸订造

（205×190×7mm 实际尺寸施工现场确定）。参 照现存样式重铺瓦面，底瓦对

瓦铺，面瓦叠八露二，需检查屋面铺瓦样式，部分有 辘筒的地方，需重铺为辘

筒瓦屋面，部分阴阳瓦需按照客家铺法重铺，底瓦铺前浸 40 白灰水，安装锻

打铁瓦拔，檐口的瓦筒及瓦片加装铜线挂钩防止瓦件下滑。

（2）桁桷木构件抢险加固时，逐根检查桁桷，对腐朽较严重的构件采取支

顶加固措施,对部分 下挠檐口采取支顶加固措施。屋面所有木构件均进行防虫

防腐防潮处理，榫口以及入墙部位宜采用滴灌法处理。

（3）墙体：夯土墙批挡脱落：用三合土夯实修补法，当墙体有较大面积

深度在 50mm 以上时，采用三合土夯筑修补法，“三合土”即黄土、石灰、砂子

拌和，掺入适量红糖和糯米浆，用人工将墙体挖成一个平面，深度以墙体的残

损为定，并在底部筑成向内斜角为 10°的平台，在墙内用炒过的竹钉固定，竹

钉的间距为 200×200mm 为宜，按墙体的形状装好木横板，将墙体用清水湿润，

湿润度依天气而定，用配置好的三合土经人工小夯锤锤实。起模后表面修整平

顺，并拍实为宜。夯土墙裂缝：夯土墙裂缝先对裂缝进行清理，采用三合土夯

筑修补法，“三合土”即黄土、石灰、砂子拌和，掺入适量红糖和糯米浆，将墙

体用清水湿润，湿润度依天气而定，用配置好的三合土经人工小夯锤锤实。起

模后表面修整平顺，并拍实为宜。纠偏转角石柱：拆除后加的电灯，对后期对

石柱的裂缝进行清理杂物，然后搭设钢管脚手架，支顶石柱回原位，用“三合

土”填充石柱与墙身的缝隙，再用高强度水泥砂浆对石柱基础进行灌浆加固处

理，灌浆压力为 0.5MPa，水泥浆液灌注速率为 40~50L/min。

（4）材料说明： （1）防腐防虫 ①抢险加固时对所有屋面木构件进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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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防腐。 ②特别注意隐蔽部位的防虫防腐，与墙体接触的木构件，宜采用滴灌

法进行防虫防腐处理。推荐使用的药剂：铜铬砷合剂（代号 CCA 或 W—2） 主

要成份组成：硫酸铜 22%重铬酸钠 33% 五氧化二砷 45% 可用二硼合剂或铜铬砷

合剂，优先推荐使用铜铬砷合剂，可用高浓度药液浸泡法或喷涂法。 剂型：4%

—6%的水溶液或高含量浆膏用量：9—15 Kg/m3 或 300g/m2 药剂特点及使用范

围：耐水，具有持久而稳定的防腐防虫效力，适用于室内外潮湿环境中。 （2）

灰浆砌筑灰浆选用熟化后的石灰粉，用人工锤炼成灰作灰浆再熟化后作砌筑备

用。

（5）施工时文物专项保护 维修施工时须注意对文物专项做好保护措施：

1） 彩画：用 PVA 涂布高阻隔薄膜覆盖整体。

2） 地面：在原来的地面上铺夹板。

3） 柱础：对每一个柱础用夹板按其尺寸新做防护盒。

4） 屋面：卸瓦后，整体屋面搭风雨棚。

5） 脊：先用夹板和海绵固定灰塑脊，再用脚手架支顶。

6） 瓦件：卸瓦后对瓦件进行分类，挑选建筑中最早期的仍可再使用的瓦

件， 须按不同规格归类堆放，清除旧瓦件表面污渍、青苔。

（6）施工记录

1）施工中要做好记录工作，包括文字、照片及现场补充图纸。

2）对拆卸的构件分类编号，专用场地分类、分建筑单体放置，存放中构件

叠 放中每层应有间隔和透气，并杜绝由于挤压或人为疏忽造成文物的损伤。

3）在所有需要更换的构件的适当位置标记更换时的年份，以留下历史信息，

但标记不能影响构件的外观效果。

三、绩效目标实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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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证文物单位真实性和完整性，与灰寨镇的土地、环保、旅游等相关行

业协调发展，互为补充，共同实现文物单位的保护；

2. 乐善处体现了潮汕传统建筑特色，展现了潮汕民俗文化特色。

四、后续工作安排

1. 拟于下次修缮工作再继续优化铺瓦做法；

2．拟于下次修缮工作进行优化油漆工艺。

附件 1：乐善处抢险加固概况（碑刻文字）

附件 2：乐善处抢险加固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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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乐善处抢险加固概况（碑刻文字）

乐善处位于揭西县灰寨镇新宫林村，始建于清代嘉庆九年（1804），历经三

年，后来人口增多，按照原来格局不断扩建，逐渐形成一个三街六巷的建筑格

局，既有苏州园林建筑的精髓，又融合了潮汕传统民居形式，是揭阳地区相当

突出的古民居建筑，也是潮汕地区别具一格特别有代表性的传统民居建筑，对

研究古建筑史、潮汕民俗史等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历史价值。乐善处格局不

断扩大的历史，也是当地经济不断增长的历史，也是当地居民不断聚居的历史；

乐善处见证了当地的繁荣昌盛，也见证了当地和谐的社会风气，乐善处是当地

重要的历史见证。

乐善处坐西北向东南，中间为三座祠堂，为“三壁联”格局，前有禾坪、

围墙和半月形风水塘，左右两侧各有一更楼，祠堂三面有围屋包围。因年久失

修，造成屋面局部坍塌、前侧墙柱倾斜、墙体开裂等险情，本次抢险加固工程

本着修旧如故的原则，对建筑中路建筑的二进屋面损坏的部位进行抢险加固。

建设单位：揭西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设计单位：广东宏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宏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罗定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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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乐善处抢险加固前后对比图

乐善处外墙挂网抹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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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处天沟乱生植物、瓦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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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处天沟、瓦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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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处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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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处瓦屋面乱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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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处瓦屋面缺失滴水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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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处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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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处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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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处油漆、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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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处瓦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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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处瓦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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