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_7／8 I斜聋大厶

巴黎圣母院火灾之殇
口文，王朕义

巴黎圣母院火灾现场图供图／视觉中国

2019年4月中旬，一桩震惊世界的火灾事故成了众多新闻媒体的头条：当地时间15日傍晚，

北京时间16日凌晨，矗立在塞纳河畔的法国著名地标——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由于顶部阁楼

附近的脚手架是起火点，又提供了很多助燃物，起火1小时后，圣母院塔尖倒塌，大火持续到当

地时间16日上午9点才完全扑灭。

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在1345年全部建成，历时180多年，正面双塔高约69米，后塔

尖约90米，是欧洲历史上第一座完全哥特式的教堂，也是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古迹。它见证了法

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等标志性事件，并通过雨果的小说而闻名于世。它耸立在宗教、政治、

历史、美学以及文学的交汇点上，成为人类崇高理念在建筑上的象征之一。它的烧毁，无疑是人

类文明的一大损失。

在这次火灾中，巴黎圣母院损失非常

严重，不光顶部塔尖倒塌，左塔上半部也

被烧毁。

幸运的是，巴黎圣母院的主体结构包

括两座钟楼在火灾中幸存，历史悠久的那

3扇玫瑰花窗，即位于西、南、北三大面

象征“天堂之花”的彩绘玻璃花窗也保存

了下来。玫瑰花窗是巴黎圣母院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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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完整保存了中世纪时的样貌，其色彩

之绚烂、玻璃镶嵌之细密，让人晾叹不已。

这3扇玫瑰花窗也深藏着巴黎市民的爱国

热情。二战期间，市民在德军入侵之前，

冒着生命危险将玫瑰窗上的玻璃小心翼翼

地拆下来，分别藏在各家的地下室里。战

争结束后，玫瑰花窗被重新组装，一块不

少地完美重现。

巴黎圣母院中的另一件珍宝——教堂

管风琴也在火灾中幸存，只是因高压水枪

而受到轻微损伤。巴黎圣母院内有3部管

风琴，其中最大的管风琴拥有5个手键盘、

109个音栓和近8 000支音管。从15世

纪开始，教堂内管风琴不断扩大和丰富，

直到17世纪才达到现在的规模。这部管风

琴历经法国大革命却仍毫发无损，随后不

断地进行翻修。但是，它的音管是由锡和

铅合金制成的，因此很难承受热量和湿度

的剧烈变化。

在火灾发生前的4月1 1日，有16

尊铜像(十二使徒的铜像和4座福音传教

士铜像)刚巧被移走，因此幸免于难。路

易九世的一件长袍、祭坛、入口主大门(左

至右分别为“圣母之门”“审判之门”和“圣

安娜门”)也都得以幸存。

3件最重要的圣物——耶稣受难当天

罗马士兵戴在他头上的荆棘冠、耶稣的十

字架和钉入耶稣身体的钉子，也都没有受

到损坏。

火灾发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下令

要花重金重修巴黎圣母院，希望在5年内

实现重建。此前，巴黎圣母院每年约接待

1 300万名游客参观，很多去过巴黎圣母

玫瑰花窗

院或者读过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的人 巴黎圣母院模型

都对此表示惋惜。巴黎圣母院躲过了两次
供图／视觉中国

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人

听到的胜利钟声都是来自巴黎圣母院南塔

的伊曼纽尔大钟，如今却在这次意外中损

失惨重。

火灾疑云：怎会烧得这么严重

那么，这场人类文明的灾难，到底是

怎么造成的呢?这就要说说这间教堂的结

构了。

巴黎圣母院和我们印象中的全砖石结

构教堂不同，这座建造于中世纪的教堂是

一个庞大的砖木结构建筑。在圣母院的西

面，分别有南北两座钟楼，钟楼的塔部分

有69米高。其中，北塔开放参观，观光客

可爬上387阶石梯走到钟楼：南塔置有教

堂的1 0座大钟，最知名的就是伊曼纽尔大

钟。整座巴黎圣母院的框架几乎都是用木

材建成的，大约1 300棵树木被用来建造

它的横梁。根据巴黎圣母院官网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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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教堂的整个构架大约包含52英亩(约

21万平方米)的木材。这些木材组成了

巴黎圣母院的框架，同时它们也支撑着其

115英尺(约35米)高的屋顶。

没想到这引以为豪的被称为“森林”

的木质结构，如今差点毁掉了巴黎圣母院。

而且，木质结构顶部比较薄署勇，如果用消

防飞机从空中向下喷水，会给建筑造成更

大的损害。再加上巴黎圣母院里面还有很

多珍贵文物，如果直接从上面往下喷水，

大量的水很可能一下子直接进入圣母院之

内，也许瞬间就会破坏里面的文物。因此，

救火工作可说是难上加难。

不只是巴黎圣母院需要担心火灾问题，

许多国家的古建筑都面临这个问题。

南美洲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巴

西国家博物馆就遭遇过类似的灾难，它由

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在1818年建立，馆

藏文物超过2 000万件，涵盖了自旧石器

时代至19世纪以来生活在美洲、欧洲、

非洲和亚洲的多个文明留下的重要文物。

巴西国家博物馆火灾 20侣年9月，巴西国家博物馆失火，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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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的馆藏品得以幸存。有专家认为，巴

西国家博物馆的火灾是由于礼堂内空调系

统的安装存在错误导致的。另外，博物馆

也缺乏关键的消防设备，比如足够的水管、

洒水器和防火门，这使其2 000万件文物

面临危险。

中国也有许多木质结构的古建筑，故

宫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古建筑如何防患于

未“燃”?根本问题还是杜绝火种和易燃

易爆品进入，并成立专属的消防处，在施

工期间做好各种防火预案。我国古建筑多

采用松、柏、杨、柳等木材，建筑构件多

为燃烧材料，耐火等级较低，更容易导致

火灾。除了古代建筑设计本身的缺陷，后

来人们引入电线电器等现代设备也为火灾

事故埋下了隐患——设计不正规、电线电

器老化、年久失修、绝缘损坏、发生短路等，

都是容易引发火灾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古人为了防止紫禁城失火，

会在院中放置多口水缸，又叫“吉祥缸”，

可作为储水池用以灭火。但是古人也很清

楚，防火永远比灭火重要，即使在偏远之

地，每天晚上也都有打更的更夫来提醒大

家——“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古代防

火的宣传工作，主要就是依靠这样的人工

巡查和提醒。另外，古代建筑通常会设置“山

墙”，也就是防火墙。建筑之间用砖石结

构修筑一块高于建筑物侧面的结构，可以

将建筑“隔离”开来，从而阻止火势蔓延。

如今的人们也知道，老式建筑中除明

火以外，有时只是感应热源就会引发火灾，

电动工具的高温就是如此。另外，满是灰

尘的空间，也容易引起粉尘火灾，所以应

该安装壁炉隔栅来控制飞灰，安装烟道隔

栅来防止屋顶瓦片起火。

防火问题是建筑永恒的话题，时至今

日，即使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也对火灾畏惧

三分。当然，解决的办法众说纷纭，但要

找到万无一失的办法，恐怕还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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