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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湘江战役旧址——红军楼·南挡土墙抢险维修工程勘察报告

1.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湘江战役旧址——红军楼·南挡土墙抢险维修工程

工程对象：红军楼的南侧挡土墙

文物保护单位名称：湘江战役旧址——红军楼

时代及类别：清嘉庆四年（1799 年），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项目地址：广西省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龙坪村龙坪寨

级别（编号）：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湘江战役旧址增补点（8-0000-5-025)

保护管理机构：龙胜各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

使用人：平等镇龙坪村龙坪寨

1.1. 文物概况

红军楼原名龙坪杨氏鼓楼，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乡龙坪村龙坪寨，始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 年），是一座五重檐四角攒尖顶鼓楼。鼓楼座东朝

西，二层木结构，平面呈正方形，占地面积 42.6 ㎡，建筑面积 85.3 ㎡，进深 6.53 米，面阔 6.53 米，通高 10 米。一楼为过街巷，二楼为集聚、娱乐场所，

是典型的桂北侗族过街鼓楼。底层无檐，二层铺装楼板，四面装向外倾斜的栏板，西南角设石砌楼梯登楼。内外柱间架设长凳，供乘凉歇息之用。红军楼建

筑于 2013 年进行修缮，现整体保存较好，作为公共设施使用。

红军楼南挡土墙位于红军楼的南侧，于 2021 年红军楼附属工程项目建设，是通往南侧广场通道的挡土墙，总长 46.9 米。

1.2. 地理位置

龙胜各族自治县，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位于自治区东北部，桂林市西北部，地处越城岭山脉西南麓的湘桂边陲。界于东经 109°43′28″-110°

21′14″,北纬 25°29′21"--26°12′10"之间，地处湖南、广西两省（自治区）交界处。东临兴安县、资源，南和东南与临桂区、灵川县相连，西南与融

项目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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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接壤，西与三江侗族自治县交界，北和西北分别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毗连，北和东北与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为邻。

1.3. 地形地貌

龙胜各族自治县“万山环峙，五水分流”，东、南、北三面高而西部低。越城岭自东北迤逦而来，向西南延绵而去，崇山万叠，峭壁千寻，河谷幽深，

水流湍急，气势磅礴，地貌万千。全县海拔 1500 米以上的高峰有 21 座，平均海拔为 700～800 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47.26%。全县最高点为海拔

1940 米的大南山，最低点为海拔 163 米的桑江出县处石门塘，从最低海拔至最高海拔垂直高差 1777 米，16 度至 46 度以上的陡坡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87.2%，

15 度以下的缓坡仅占 12.8%，山峰与山坡常呈阶梯状倾斜，部分地方形成悬崖峭壁。山地植被发育，森林覆盖面广，如今尚存的原始森林有花坪和西江坪两

处。

龙胜最高峰福平包海拔 1916 米。最低处石门塘，海拔 163 米。全县为高山区，高差极大，山峰连绵，河谷幽深。海拔 1500 米以上的高峰有 21座。

龙胜全境为山地，平均海拔 700—800 米，最高点福平包为海拔 1916 米，是广西第二高峰。地势东南北三面高而西部低，越城岭自东北迤逦而来，向西

南延绵而去，境内山脉纵横交错，崇山万迭，山高坡陡。

1.4. 水文

龙胜各族自治县境水系发达，溪河遍布，大小溪流达 480 余条，总长 1535 千米，年径流量 262.61 亿立方米，集雨面积 3867.65 平方千米。干流桑江自

东向西，其本流分南流水系和北流水系，呈树枝状分布。河流滩多，落差大，水力理论蕴藏量为 48.83 万千瓦，可以开发 21.02 万千瓦，已开发 7837 千瓦，

1987 年发电量 1622 万度。

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河流属珠江水系浔江上游，有大小河流 80多条，从东、南、北面汇入桑江，然后向西流入三江县，桑江、和平河、平等河、三门河

为主要河流。

1.5. 气候

龙胜各族自治县地处亚热带，属季风性气候，雨量充沛，气候宜人，年平均气温 18.1℃，平均无霜期 314 天，年降雨量 1500-2400 毫米。气候温和，县

城年平均气温 18℃，最高年（1979 年）年均气温 18.7℃，最低年 1984 年年均气温 17.3℃。极端最高气温 39.5℃（1962 年 7 月 30 日），极端最低气温一

4.8℃（1977 年 1月 30 日）。每年 12月至次年 2 月，为全年气温最低时期。3月份气温逐渐上升，但 3、4 月仍出现<12℃连续 3～7 天的“倒春寒”。7、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龙胜红军楼·南挡土墙抢险维修工程勘察报告 2023.03

3

——广西鼎之晟园林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月份为年气温高月份，月平均气温在 26℃以上。气温呈水平分布和垂直变化状。境内气温水平分布，大致自北向南逐步递增，但平等乡由于受北面大南山屏

障作用。

2. 湘江战役旧址-龙胜红军长征旧址简介

湘江战役后，红军避实就虚，沿着湘桂边界山区西进。1934 年 12 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突破了敌人设置在湘江沿岸的封锁线，翻过老山界，

分三路自东而西通过龙胜东北部。红军长征过龙胜，虽只短暂停留，但其成功推行的少数民族政策，以及帮助当地居民铲除反动恶势力的善举，赢得了少数

民族居民的拥护与肯定。红军离开后，当地群众将这些红色遗迹保存了下来，以纪念红军，这些红色遗迹为：红军楼、审敌堂、红军桥、红军岩等。

红军楼，原名龙坪杨氏鼓楼，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乡龙坪村龙坪寨，座东朝西，二层木结构，建筑面积 85.3 ㎡，始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 年）。

审敌堂，原名飞山庙，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乡龙坪村龙坪寨，座东南朝西北，砖木结构，占地面积 326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4.13 平方米，始建

于清代。

红军桥，原名顺风桥，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伟江乡洋湾村潘寨组，坐落于伟江之上，木结构，占地面积为 123.78 平方米，始建于清光绪二一年（公

元 1895 年），重建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

红军岩（光明岩），原名龙舌岩，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周家村白面红瑶寨旁，为一从土坡中斜伸出如龙舌的巨石。

龙胜红军长征旧址是我党实行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关心群众，促进军民和谐的民族政策的实物见证，同时建筑具有侗族、苗族特色，具有重要的

历史、社会和科学价值。

3. 保护区划

2006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经略台真武阁等 113 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桂政

发〔2006〕52 号)。

红军楼保护范围：以楼为中心外延，向东 2.5 米，向南 4 米，向西、北各 3 米范围内。

红军楼建控地带：以保护范围线为基线，外延 10 米范围内。

4. 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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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楼始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 年）。

1934 年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平等侗族地区，红军中央军委就驻扎于龙坪寨。当时龙坪寨密密匝匝的挤满了四百多座吊脚木楼，在龙坪侗寨宿营的

是红军主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在此驻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就住在鼓楼旁边的一座小木楼中。

国民党为了破坏侗民与红军的关系，派特务于半夜暗中纵火。发现火情后，鼓楼成为了临时救火指挥中心，一道道命令从这里传达出去：马上组织战士

们救火，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警戒，保护好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为首的中央机关的安全。在周恩来、邓发等同志指挥军民奋力灭火下，抢救出了侗

寨里标志性的杨氏鼓楼和鼓楼以南大片民房，使这座历史悠久的鼓楼免于火灾。并当场抓获了纵火特务，押到龙坪寨边的飞山庙，临时设为“审敌堂”，对

敌人进行了公审，揭露阴谋，当众处决了纵火特务，并向受灾侗民发放了光洋救济。

解放后，当地群众为纪念红军，侗族群众称杨氏鼓楼为红军楼。

1973 年，公布为龙胜各族自治县文物保护单位。

1981 年 8月 25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红军楼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2013 年，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对红军桥文物本体进行全面现状勘察，并编制了修缮设计方案。在同年对红军桥进行了维修。

2019 年 10 月 7日，红军楼、审敌堂、红军岩作为增补点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湘江战役旧址。

2021 年，对文物建筑本体修缮及周边环境整治。

5. 价值评估

龙胜县红军楼距今有二百二十多年历史，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价值

红军楼是湘江战役旧址的一部分，见证了当时红军长征历经万难、跨越湘江、获取最后胜利的历史，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忠实地

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传承红色文化，解读革命历史，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来之不易。

（2）艺术价值

红军楼整体造型均衡，形式独特，具有一定的美感，也是当年的标志性建筑，展现了当地的民族风俗，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3）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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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时期，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性建筑，形似宝塔，外观古朴雅致，是龙胜侗族极具代表性的鼓楼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建筑特点。全楼由四根正柱、

十六根副柱、十六根檐柱和若干穿枋、横梁、吊柱组成，有五层瓦檐，结构受力方式科学合理。反映了当时龙胜地区民间的建造水平和工艺材料的发展历史，

是研究我国鼓楼建筑的实物资料，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4）社会价值

红军楼始建年代久远，传统的生活方式、空间形态、地域文化构成了过街鼓楼建筑独特的生存环境，是作为侗族村寨的标志和象征而存在的。具有聚众

议事、击鼓报信、礼仪典庆、休息娱乐的功能，保留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和旅游观赏价值，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6. 工程勘察范围、任务及目的

受龙胜各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的委托，我公司对红军楼·南挡土墙进行实地勘察。勘察范围：红军楼·南挡土墙的实地勘察、测绘，占地面积 353.97

平方米。其中包括：

勘察任务：查明红军楼·南挡土墙的保存状况。

勘察目的：为红军楼·南挡土墙修缮工程的设计提供基础资料和技术参数。

主要工作内容和要求如下：

(1)对建筑本体进行测绘，确定建筑的规模、形制、结构和布局，为维修设计提供基本依据。

(2)探查由于自然力造成建筑结构变形、损伤、破坏或坍塌的性质、分布范围和危害程度，探查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破坏现象和原因，以及由于不当维修

造成的危害。

(3)收集文物历史资料和历次维修资料，了解文物的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判断建筑的年代。

(4)对文物的年代价值和病害进行分析评估，提出文物保存现状的结论性意见和保护建议。

7. 挡土墙保存现状

南挡土墙位于红军楼的南侧，于 2021年红军楼附属工程项目建设，是通往南侧广场通道的挡土墙，总长 46.9米。挡土墙厚 500mm，高 2.95m，地基为

山体岩石，采用毛石和水泥砂浆砌筑，面抹水泥砂浆，未设置泄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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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保存现状：

①挡土墙北端贯通开裂，裂缝长 3.12m，宽达 30mm，裂缝为上下错位。

②挡土墙开裂水土流失，内侧地面下沉 10-20mm，青石板铺装地面开裂，裂缝宽 2cm，长 15.4m。

③地基基础未见开裂。

7.2.现状照片

①挡土墙北端紧靠红军楼处开裂 ②挡土墙贯通开裂，长 3.12米，宽 3cm ③地面下沉 1-2cm，青石板铺装开裂

8. 勘察结论

经勘察发现，红军楼挡土墙北端贯通开裂，挡墙内回填土大量流失，导致地面严重下沉、断裂，对游客或红军楼存在安全隐患。病害随着时间的推移将

进一步加重，存在随时倒塌的风险，需要尽快采取相应的修缮措施，保证文物的安全。

广西鼎之晟园林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五月



二、实测图





红军楼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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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江战役旧址——红军楼·南挡土墙抢险维修工程设计说明

1. 工程性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规定及维修分类，本次工程属于抢险维修工程。

2. 设计内容及规模

根据龙胜各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的委托，本修缮工程设计的内容为：红军楼·南挡土墙的抢险维修设计，长 46.9 米。

3. 设计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2008）；

3）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7）；

4）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11；

5）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50001—2017；

6）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

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2013）

8） 《湘江战役旧址——红军楼·南挡土墙抢险维修工程勘察报告》

9） 相关资料和访问记录。

4. 修缮设计目的

采用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对挡土墙产生危害的病害进行治理，使建筑的病害得到遏制，消除安全隐患，保证红军楼建筑的结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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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缮原则

1） 本修缮设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的规定，结合《古建筑

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GB5016—92）“在修缮古建筑时，应保存以下内容：一、原来的形制，包括原来建筑的平面布局、造型、法式特征和艺术风

格等；二、原来的建筑结构；三、原来的建筑材料；四、原来的工艺技术”的规定进行设计。

2） 维修措施要遵循“可逆性”的原则，一切技术措施应当不妨碍再次对原物进行保护处理，经过处理的部分要与原物相协调。还应遵守“最小干预”原

则，对损坏的原构件进行修补、加固后继续使用，尽可能保留原构件，修补、扰动范围以能满足结构要求和施工要求即可，不可大拆大动，对未损坏的构件予

以保留。

3） 按照设计方案和保护要求使用保护技术，独特的传统工艺技术必须保留。

4） 所采用的修缮手段不能对文物本体造成新的损伤。

6. 修缮施工要求

1） 维修施工开始前，施工单位必须详细阅读维修设计方案，理解设计意图，制定详细合理的施工组织，严禁野蛮施工，对文物本体造成新的损坏。

2） 要求施工单位在施工中注意做好记录，按勘察报告核实各构件最终损坏范围和数量，如发现与设计不符的情况和新的病害种类，要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并与设计单位联系，确定具体修缮措施后，方可继续施工。

3） 由于条件限制，勘察时局部无法勘察测绘，特别为隐蔽部分，设计可能与现场不符。因此要求施工单位施工前和截流清淤后做全面详细的补充勘察测

绘，发现与设计不符时，及时上报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确认后方可施工。

4） 施工中严格控制胶合剂的使用范围和用量，未经同意，胶合剂的使用不准超出设计范围。

7. 修缮内容及措施

①拆卸挡土墙上的栏杆和内地面青石板，编号整理集中堆放。

②沿挡土墙内侧开挖，设置 300厚砂卵石虑水层，挡土墙钻孔梅花桩设置泄水孔。

③采用M7.5水泥砂浆拆砌维修开裂的挡土墙，墙面用 1:2水泥砂浆勾凹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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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待墙身砌体强度达到 70%的设计强度，挡墙内回填土进行素土补配，回填的粘土掺入 30%的块石或石渣,分层夯实，每层厚度不大于 250mm，压实度为

93%。

⑤采用 1：3干硬性水泥重新铺装青石板地面，补配损坏的石板，恢复至原地面标高。

⑥按原栏杆形制恢复青石栏杆。

8. 施工技术说明

8.1. 石作

本次修缮工程施工所使用的石材均采用当地青毛石，所用石材强度等级不低于Mu30，石材材质、色泽等应与旧石材协调一致，选材注意避开石材内部存

在的细石脉、裂纹。

8.2. 砂浆

水泥砂浆（水泥和砂子体积比为 1：2），强度等级为M7.5，作为挡土墙的砌筑砂浆。

8.3. 挡土墙

做法主要为：

1） 采用重力式挡土墙，顶厚度为 0.5米，采用M7.5水泥砂浆砌MU30青石料石，外露面用三合土填缝。

2） 墙体砌筑应采用铺浆法分皮卧砌，上下错缝，内外搭结，石块间竖向缝应灌浆饱满，灰缝厚度宜为 10-20毫米，严禁采用外面侧立石块中间填心的砌

筑方法。

3） 基础深度是暂定深度，施工时依据实际情况调整，原则上挖到老土以下 300毫米。不能放在软土、松土、或末经处理的回填土上，埋深不得小于 1米。

4） 对基底不平使埋置深度又变化的，做成 1:2（高长比）的阶梯型，严禁基底为坡形。

5） 为排出墙后积水，须设置泄水孔。

6） 为防止泄水孔孔堵塞，在泄露水孔进口处设置反滤层，反滤层必须用透水性材料（如卵石、砾石等）为防积水渗入基础，需在最低排泄水孔下部夯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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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300毫米厚的粘土隔水层。

7） 墙后回填用挖出的原土夯实。回填土应待墙身砌体强度达到 70%设计强度后方可进行，且必须分层夯实。

8） 未说明处请按国家现行有关规范、规程执行。

8.4. 其它

1） 施工中对需拆卸的构件进行逐一编号，专用场地分类置放，应杜绝由于挤压或人为疏忽而造成文物的损伤。施工过程每一阶段都应做详细的记录，包

括文字、图纸、影像及完整的工程技术档案资料。

2） 施工中建筑各构件的损坏情况和损坏量与设计方案不一致的，应做好记录并拍照或录像取证。

3） 施工前应根据现场具体情况做好相应保护措施，确保维修范围内一切文物及人员的安全。

4） 遵守国家现行有关施工及工程验收规范进行施工，特别要做好隐蔽工程的检查和验收。

5） 施工中各方通边配合，到的问题各方进行分析商量确定。

广西鼎之晟园林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二月



四、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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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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