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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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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电 在河北海兴县小山乡小山村周边约
5平方公里范围内，遍布战汉至明清时期的古井，其中不少
至今仍在使用。当地文物部门日前实地踏勘统计，古井数
量达 500多眼，跨越年代之长、数量之多、范围之大在全国
非常罕见。

小山村距离渤海海岸直线距离约 15公里，因海底喷
发的岩浆、火山灰堆积沉积形成小山地貌而得名。火山大
约喷发于 2万至 3万年前。

海兴县县志办主任吴海龙介绍，500多眼古井以明清
时期的居多，古井呈口小、肚子大的“瓢状”，井口处井壁用
片状火山岩垒砌，井深从十几米到数十米不等。古井形状
多样，有方形、圆形、八角形等。其中最大的一口井，底部
一辆马车能转弯调头。

据了解，经有关部门化验，这里井水有益微量元素含量
较高。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小山村约有 4000人，祖祖辈辈一
直饮用井水；井水口感柔和，烧水无水垢，越深的井水越甜。

吴海龙说，小山附近历史文化悠久，曾发现过商周时
期陶器和战汉时期铸钱遗址。2000多年来，不同朝代的先
民在此开凿 500多口井，呈遍地开花之势，其中有的已经干
枯废弃。经初步分析，井水由地表水下渗而来，厚厚的火
山岩形成超级“净水机”。

当地村民还用井水灌溉菜园，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一
口口古井。老井水量不足后，村民会再打新井。但在火山
沉积岩上凿井耗时费力，打一口井的工程量相当于在地面
盖三处房。

4 月 5 日晚，演员在江西艺术中心表演歌剧《山
茶花开》。

当晚，由江西省歌舞剧院创排的原创民族歌剧
《山茶花开》在南昌市江西艺术中心演出。该剧以
民族歌剧的艺术形式，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南方
小山村感人至深的扶贫故事。 新华社发

原创民族歌剧《山茶花开》在南昌演出

新华社北京电 为加大对特殊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的
关爱力度，“微笑彩虹·书香温暖童年”公益活动日前在京
举行，并发布“微笑彩虹”第一季书单，107家出版机构的
309种图书入选，将定向捐赠给特殊困难儿童群体。

该活动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与中国全民阅读媒
体联盟主办。309种图书包括主题出版类 27种、人文社科
类 30种、儿童文学类 132种、科普类 30种、绘本类 90种。
其中，既有中外名家经典著作，又有当代优秀儿童文学作
品；既关注儿童成长问题，也反映当代儿童现实生活。多
数图书入选由中宣部组织实施的“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
程”、年度“中国好书”等，受到广大少年儿童喜爱。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表示，倡导全民阅读，要加
大服务力度，重视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特殊儿童等群体的
基本阅读需求。希望社会各界携起手来，提供更多优质图
书，用阅读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品质、树立正确价值观。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
盟常务副理事长李忠介绍，“微笑彩虹·书香温暖童年”公
益活动旨在以出版带动公益，用阅读连接童心。活动会继
续推出书单，并建立“微笑彩虹”书屋、小书架等，用阅读温
暖童心。

新华社北京电“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
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共和国日记》大型丛书日前已由河
南人民出版社推出 1950至 1965卷、1979至 1983卷。

该丛书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等
机构的专家学者编撰完成。以创新的治史方式，以编年体
和记事体相结合的手法，每年一卷，逐月、逐周、逐日记载
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外交等各个领域，囊括中央、地方和基层等各个层面，系
统、翔实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艰
苦奋斗，取得国家发展建设的辉煌成就。

专家表示，这是一部全方位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的大型丛书，既有大事要事的钩沉，又有历史细节的描摹，
重现亲历者的见闻感受，且包含大量珍贵历史照片，生动
记录下社会变迁和百姓生活变化，以文图并茂的形式留存
共和国的永恒记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和现
实意义。该书出版，为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提供了丰富史料。

据悉，该丛书第一期共 60卷（1949年到 2008年），其他
各卷将陆续出版。

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修复团
队不仅在馆内以“师承制”模式传
承，同时也培养了大批馆外的古
陶瓷修复人才。

早在 1997年，蒋道银便受国
家文物局邀请在扬州开设了古陶
瓷修复技艺培训班。“请进来，走出
去”是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一直
贯彻的培养模式，即一方面邀请其
他文博机构的修复人员来上海博
物馆实习培训，一方面派出团队前
往技术力量薄弱和地处偏远地区
的文博单位进行现场授课，形成提
供长期技术支持的合作机制。近
年来上海博物馆还与本地多家高
校的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合作，共
同培养古陶瓷修复人才。

60余年来，上海博物馆古陶瓷
修复团队为本馆和国内各省市博
物馆、考古机构、海外文博机构修
复了数千件藏品，其中不乏国家一
级文物，如元青花双龙四系扁壶、
成化素三彩鸭熏等，获得了业内人
士的高度认可。从石器时期的陶
器到各朝各代不同窑口的瓷器，无
论原先破损得多严重，经过上海博
物馆修复师们的双手，都宛如“重
生”，表面的釉彩以一种完整的姿
态展现出来，在博物馆柔和的灯光
中，向人们诉说着历史。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修复理念
的更新，上博的古陶瓷修复技艺也
在与时俱进，在尊重文物原有历史
文化信息的基础上，以更符合现代
文物修复理念的最小干预、可逆性
等原则进行保护修复。以一件馆
藏元青花花卉纹套盒的修复为例，
这件文物之前经过了不当修复，修
复材料已经老化。通过对这件器
物的拆解和清洗，去除了原有的修
复材料，对整个套盒的上百片瓷片
进行了预拼接，确保对器型的理解
无误后再粘接成型。对缺损的部
分用与该器物胎釉颜色接近的材
料补配，精心打磨出套盒口沿的菱
花瓣壶造型，使补配部分与原器物
衔接自然。由于盖口缺损严重，缺
乏补全青花图案的依据，特意选择
以留白的方式，使观众和研究者能
够看到原始的破碎状态和器物本
来的风貌。

针对传统修复偏重最终修复
效果而缺乏过程记录的问题，目
前在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
心已形成了有序记录从病害诊断
到保护修复的严密流程。在修复
前通过X射线衍射等大型分析仪
器对文物的保存状况和工艺信息
充分提取，利用 3D扫描技术全面
记录文物，制订完备的文物档案
和合理的修复策略。在修复材料
的选择上也更为科学环保，确保
使用的材料不会对文物本体造成
影响。3D 打印技术在陶瓷补缺
中的成功应用，则是非遗技术与
科技手段融合的典型例证。

2020年 12月，上海博物馆的
“古陶瓷修复技艺”入选第五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这意味着，这门走过半个
多世纪的传统技艺，在保持自身
技术精髓的同时将更具活力，更
好地服务于新时代背景下的文物
保护。 （据《人民日报》）

博物馆墙角，3台抽湿机
正在运作，发出嗡嗡的抽水声。

“江南本就潮湿，老房子
更甚，抽湿机必须一直开着。”
曹军说，一天下来，抽湿机可
抽出近 100斤水。

曹军对刺绣收藏情有独
钟。这些年来创业挣来的
钱，几乎全被他投入到刺绣
收藏上。他跑遍世界各地搜
集，其中不乏从国外“抢”回
来的珍品。

而让曹军痴迷的，并非
是古绣品的价值或是刺绣技
艺的巧妙，而是一针一线内蕴
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绣品里的每一个纹饰，
都有着一定的含义。收藏古
绣品，也是传承文化的一种重
要方式。”在曹军看来，每个时
代的刺绣纹饰都有着其独有
的特色。而古绣品，无疑是研
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料。

“比如莲花，有‘花中君
子’之称。在刺绣图案中，

‘一路连科’是以莲花和鹭鸶

组成，象征仕途高升；莲花和
如意的组合称为‘连年如意’，
代表平安吉祥……”说起绣
品纹饰背后的文化，曹军如
数家珍。

在他看来，刺绣是除了
文字以外，最能代表中国传统
文化的“活化石”。

“可惜，因为不易保存，
加上缺少系统的整理与保护，
存世的古绣品越来越少。以
前刺绣用的植物、矿物质染
料，很多颜色在当下也已经难
以复原。”这些年，为了传承弘
扬刺绣文化，曹军和妻子尝试

“老绣新做”，开发了一系列刺
绣文创产品。

团扇、包包、耳环，甚至
是口罩，曹军将古绣品中的
花草、虫鱼、山水等各种吉祥
图案通通“复制”到了新作品
上，希望能够保留和呈现出
老绣品自身的文化魅力，让
人们在感受到精美的绣工
外，还能体会到中国民间传
统文化的内涵。

大型丛书《共和国日记》：

留存共和国永恒记忆

河北海兴小山村：

500多眼战汉至明清时期古井遍布

用阅读温暖童心：

“微笑彩虹”公益活动发布第一季书单

民间收藏家与他的“博物馆”：

研究古绣背后的文化符号
小雨淅沥，走进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古镇南汇街 40 号，穿过一条狭长的弄堂，“江南刺绣博物馆”

坐落在一幢并不起眼的徽派老宅里。
刺绣是中国古老的手工技艺之一，迄今已有几千多年历史。走进博物馆，苏绣、湘绣、蜀绣、粤绣，衣

饰、荷包、帐檐、屏风……1000 余件民间古刺绣品，凝聚了馆长曹军40余年的心血。

开馆 4 年来，江南
刺绣博物馆接待了超过
10 万人次的参观者，有
专家、教授，也有普通游
客。 2021 年，该馆还推
出 了 刺 绣 研 学 体 验 课
程，吸引了不少中小学
生参与。

通 过 40 余 年 的 探
索，曹军在刺绣文化方
面 虽 然 有 着 一 定 的 研
究，但对很多藏品还是
不甚了解。

“ 现 在对于记录刺
绣纹饰的文献实在太少，
而且看着馆内不少藏品
因为时间关系逐渐开始
破损，我的心情很是沉
重。”曹军直言，“刺绣艺

术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凭
我个人的力量有限，希望
得到社会各方的支持。”

眼下，他正在筹划
做一个江南刺绣文化展
示、保护、研究项目，已与
浙江理工大学、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等高校达成合
作意向。

“我希望可以建立
一个展示、保护、研究刺
绣纹饰的数据库，并筹划
相关展览，让更多的人真
正了解刺绣背后的中国
传统文化魅力，领会到我
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和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
慧。”曹军说。

（据中国新闻网）

图①为不当修复的元
青花。

图②为修复前拆解和
清洗的瓷片。

图③为最终修复后的
元青花。

图 ④ 图 ⑤ 为 修 复 前
后 的 明 宣 德 红 釉 梨 式 壶
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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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明代宣德红釉梨式
壶。你很难想象在修复前它已经碎裂成10 余
片，把手和底足都缺损严重。但其优美的器形，
发色纯正的红釉，是典型的“宣红”，代表了宣德
时期铜红釉烧制的极高艺术水准。为了使这件
颇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瓷器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修复师们详细查阅了同类完整器的图文资料，确
定了修复依据，绘制了图样，对经过清洗的残片
通过细致的粘接、补配和打磨，恢复了器物的原
有形状。这件红釉瓷器的釉色变化极为丰富，有
的地方黑红，有的地方红色偏浅，同时又呈现了
高温烧造导致的红釉流淌的动势，大大提高了作
色的难度。修复师经过无数次颜色的调配，对釉
色的流淌性进行了精心模仿，最终使这件宣德红
釉梨式壶呈现出“浑然一体，补处莫分”的效果。

一件残破的陶瓷要恢复如
初，需经过清洗、粘接、补缺、打
磨、全色等步骤。上海博物馆古
陶瓷修复技艺的传统，便是在对
各类型陶瓷器的特点熟习于心的
基础上，力求将每一个步骤都进
行到“差处不可容一毫”的极致地
步，使补缺部分上色后达到和原
器浑然一体的效果，达到所谓的

“无迹可寻”。
瓷片的粘接和补缺处材料的

打磨，必须做到指尖触之无丝毫
滞涩的程度，才能确保全色这一
关键步骤能顺利进行。正是在这
最具挑战性的环节上，体现了上
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技艺最为突
出的两个技术特点。

首先是笔绘与喷绘相结合的
全色技法。以融入书画功底的笔
绘技法，根据原器的釉彩走势精准
接笔、灵活表现纹饰的动感，辅之
喷笔绘制的浓淡和晕散来体现色
彩变化的微妙节奏，同时提升上色
的效率，如此取两种技法之所长，
保证全色的高质量和高效率，忠实
再现原器图案的意境和韵味。

其次是高超的古陶瓷色彩质
感复原技术。在全面掌握不同色
釉显色特点的前提下，充分实验不
同修复材料的物理与化学特性，选
取最为适合的色料和媒介剂的组
合，以点、染、描、绘等多种上色方
式，使陶瓷的颜色和质感得到最为
逼真的模拟和呈现。这样的核心
技术确保了不同时期各个窑口的
古陶瓷都能被修复到肉眼几乎看
不出处理痕迹的展陈效果。

“古陶瓷修复技艺”是一项具
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技艺，其发端可
追溯到上世纪。上海当时是重要
的艺术集散地，各式古玩店遍地开
花。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修复技
艺第一代传人饶鸿发是当时修复
古董文玩的一位巧匠，尤其擅长修
古陶瓷。他在修复过程中不断积
累经验，系统总结了古陶瓷修复技
艺的全套手法、工序和材料，成为
当时上海滩古陶瓷修复行业中首
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1958年，
上海博物馆设立文物修复工场，饶
鸿发和当时其他几位古董修复行
的顶尖高手一起被聘入馆，专职从
事古陶瓷修复工作。上海博物馆
也成为国内最早设立古陶瓷修复
岗位的博物馆之一。

饶鸿发以精湛的技艺修复了

大量国宝级文物。与此同时，他
在馆内收徒授业，其技艺至今已
传承四代。目前上海博物馆的古
陶瓷修复团队共有 4 名成员，个
个身怀绝技。第二代传人之一的
胡渐宜早年在上海模具厂工作，
主要从事模具喷色，进入上海博
物馆后，利用原先的技术特长改
良了笔绘修复的技法，开创了喷
绘修复，提高了修复效率，也使修
复后的视觉效果更为自然逼真。
第三代传人之一的蒋道银师从胡
渐宜，开创了“瓷配瓷”的修复技
法，并就这项技艺撰写了专著《古
陶瓷修复技艺》，为业内广泛推
崇。他的弟子、第四代传人杨蕴在
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新材料和新技术的运用，首次将
3D打印技术应用于古陶瓷的修复
和复制中，并在 2018年全国文物
修复技能大赛“瓷器修复”项目中
获得一等奖。另一位第四代传人
卜卫民则研究东西方古陶瓷修复
理念，尝试运用多种新型清洗材料
和作色材料，其出色的技艺在
2009年被认证为首批“上海市职
工岗位绝技绝招”。如今这两位老
师也分别带出了学生。

一以贯之的师徒制是精湛技
艺完整传承的保障，而每一代修
复师的钻研进取使得古陶瓷修复
这株老树不断发出新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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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展示的古绣品。

古绣品纹饰精致。

馆内展示的古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