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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刚刚出差返回湖北荆州，周五接

待前来考察的外省文物专家，周六又要赶

往机场，长沙、成都、兰州、南京……哪里有

简牍急需修复，哪里就有方北松忙碌的身

影。这样的生活，他已经习以为常。“我一

年大概有一半时间在外地跑，有时一天能

接六七十个电话。”方北松淡然地说。

方北松是湖北省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

任，知名竹木简牍文物修复专家。据统计，

全国 80%左右的饱水简牍都在荆州文保中

心修复。由于各地待修复的简牍太多，荆

州文保中心干脆在长沙、兰州等地设立了

7 个工作站，但依然供不应求。

走进简牍工作室，首先看见的是由保

鲜膜覆盖的两座湿润“小土山”。“这就是简

牍刚出土的样子。竹木简牍是有机物，比

青铜器、陶器、瓷器等无机物更容易腐朽。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竹木简牍，已有两

千多年的历史，能在地下保存至今，靠的是

饱水缺氧的环境。文物出土后与空气接

触，氧化风险高，表面变成漆黑一片，上面

的字迹就无法辨认了。”方北松说。

许多简牍进入工作室时，已是黑色，甚

至变得柔软糟朽，轻轻一碰就可能断裂、粉

碎，修复后恢复了竹木本色，字迹清晰可

辨。“这就是修复工作的神奇，其中最关键

的是脱色、脱水两道工序。”方北松笑着介

绍。所谓脱色，就是将竹木简浸泡到化学

药剂中，让竹木恢复本色，却对墨迹无损。

所谓脱水，是通过药剂将竹木简中饱含的

水分子置换为其他分子，让简牍能够脱离

水环境，且更加稳定、坚固。

能实现目标且不伤害简牍的化学药剂

是什么？进行化学反应时，药剂的浓度、配

比及环境温度多少才最合适？

1988 年，方北松从武汉大学分析化学

专业毕业，来到荆州博物馆文物修复室工

作。荆州博物馆挖掘、整理、收藏了大量文

物，尤以漆木器、青铜器、简牍和丝织品闻

名，这些方北松都修复过。为了更好地修

复简牍，他进行了成千上万次实验，终于在

2002 年前后找到了竹木简牍脱水、脱色的

最佳方法和最佳药剂。这两项技术相继荣

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

一等奖、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3 年，荆州文保中心从荆州博物馆

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事业单位。在方北松

的带领下，中心完成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

简、湘西里耶秦简、荆门郭店楚简、阜阳汉

简等重要文物抢救项目，专业修复人员也

从最初的 5 人增加到 50 多人，服务对象遍

及 20 多个省份。

中心有那么多技术人才，方北松为啥

还经常“上一线”？“修复并不是套用化学公

式那么简单，即使同一座墓葬中出土的文

物，状况也各不相同。”方北松说，就好像做

菜，同样的菜谱、同样的食材，不同的人、普

通人和专业厨师做出来，味道会不一样。

“保存状态较好的竹木简牍我们可以

按工序修复，但碰到‘疑难杂症’还是得请

教方主任。”荆州文保中心简牍工作室负责

人史少华说。他指着电脑中的图片举例：

“看，这简牍已经朽得像一根根头发丝一样

了，怎么复原？”这是 1973 年河北定县（今

定州市）一座汉墓出土的简牍，具有重要学

术价值，但由于早年遭遇盗焚，竹木已经炭

化，一碰就可能粉碎，字迹更无法辨认。

据不完全统计，在尚未整理的定县汉

简中，80%已发生弯曲变形，其中 20%变形

严重。2020 年接手修复任务后，荆州文保

中心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文化

遗产研究院、清华大学等联合攻关，经过科

学细致的清洗、复形、封护，简牍上的字迹

终于依稀呈现，专家依靠红外拍摄技术拍

出了较为清晰的文字照片。“炭化简牍极度

脆弱，仅如何把它们‘抚平’，方主任就指导

我们试验了 70 多种方法，终于找到了让它

们恢复柔韧的特殊材料。”史少华说。

30 多年来，方北松修复了 10 多万枚简

牍，无一枚毁坏，迄今都保存良好。这是他

最引以为豪的事。

从出土时的初期保存到开始修复，中

间往往还有一段时间，对于竹木简牍、纺织

品、纸张等有机质文物而言，这段时间特别

“ 难 熬 ”，有 文 字 消 失 乃 至 本 体 消 失 的 风

险。“文物保护有‘黄金时间’，我停不下脚

步，总想着如果自己快一点、再快一点，就

能留住更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方北松说。

30余年修复 10多万枚简牍
本报记者 田豆豆

经常有人问我：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干

吗要去捏面人？实际上，我在北大学习艺

术就是为了更好地捏面人，这是我儿时以

来的一个梦想。

“而我所最爱的，还是一小组一小组的

旧北京街头小景……”作家冰心曾在《“面人

郎”访问记》中夸赞“面人郎”惟妙惟肖的面

塑作品。“面人郎”就是我的爷爷郎绍安，他

曾带着面人走出国门，赢得国际友人的赞

誉。爷爷的作品《司马光砸缸》一直被家人

珍藏，历经 90多年依然色泽明艳、栩栩如生。

我出生于 1995 年，3 岁时就在父亲指

点下开始学习捏兔子、猪、蛇等动物。年龄

渐长，我尝试捏坐姿小娃娃，却总是捏不好

手部。我反复揣摩，一遍遍练习，整整两年

才突破难关。到 12 岁，我已经可以独立创

作完整作品了。

面人源于汉代，是以食用面粉、糯米粉

为主要原料的一种传统塑作艺术。面人制

作一般先采用捏、搓、揉、掀等手法塑造大

体形制，再用竹刀灵巧地点、切、刻、划，刻

画手脚、头面、神情等细节，最后加上发饰、

衣裙及相关插件。“面人郎”制作手法更加

细腻，从武将头盔上的花纹、衣服褶皱的颜

色，到旗子上的字迹图案、场景中的雕梁画

栋，再到人物的眼睫毛、双眼皮、头饰发髻，

活灵活现、制作精良。

在许多人眼中，捏面人不是一项热门

的职业。父亲也曾说，不一定要

把这当作职业，只要把手艺传下

去就好。但我觉得，身为非遗传承

人，就应该把职业、责任、爱好结合

起来，坚守下去。

坚守不代表固守传统，老手艺

也有新玩法。除了传统题材，我喜

欢结合热播的电视剧、动漫以及社会

热 点 ，创 作 更 多 富 有 时 代 特 色 的 作 品 。

2021 年，我在网上看到奋战在抗疫一线的

女医护人员的照片，她们新剪的短发、脸上

的口罩印痕，深深触动了我。我决心创作

一个面人，致敬这些可爱的人。怎样才能

既不丢掉传统的美感，又能体现时代特征

呢？我苦苦思索，最终决定将医护人员和

京剧中巾帼英雄穆桂英的形象融合在一

起，并将面人命名为《巾帼》。

可爱俏皮的“冰墩墩”“雪容融”，《哪吒

之魔童降世》中桀骜不驯的“黑眼圈”哪吒，

又“燃”又帅的灌篮高手……为了能让更多

人了解这门艺术，我把作品放到网上，并逐

一介绍创作过程。2020 年 8 月，我在网络

平 台 发 布 了 第 一 条 短 视 频 ，至 今 已 发 布

188 个作品，有了 200 多万粉丝。“三英战吕

布”是我们祖孙三代都很喜欢的题材，我用

3D 扫描技术把它转化成数字藏品，通过手

机端就可以欣赏并传播，年轻人非常喜欢。

让年轻人产生兴趣，愿意关注学习，

是非遗传承的关键。我与几位朋友一起

成立了工作室，从事非遗的推广传播和文

创产品开发，希望让更多老手艺活下去、

火起来。

（作者为国家级非遗北京“面人郎”第

三代传承人，本报记者施芳采访整理）

老手艺也能火起来
郎佳子彧

动物考古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内

容。作为一名从业 40 多年的动物考古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预研究到第一、二、三

阶段的研究，我都在一线，担任技术、生业

与资源课题的负责人，现在是第五阶段的

专家组成员，继续跟进。但我的本行其实

是通过骨头、遗物这些第一手资料，一点点

拼凑出古人生活的侧面，这是一种很多人

难以理解的浪漫，我们称之为“识骨寻踪”。

这项工作锻炼了我们的耐心和细致。

我们按照房址、墓葬、窖穴、灰坑等遗迹单

位，收集肉眼可见的动物遗存；同时，抽取

遗迹的土样进行过筛，因为有些动物骨骼

十分细小，很容易漏掉。随后，用水将动物

遗存表面的土清洗干净，使遗存上残留的

特征点和痕迹尽量显示清楚，这对于后续

的鉴定和研究非常重要。接下来，还要对

破碎的骨骼进行重新拼接。拼出来的动物

骨骼越完整，获取信息就越迅速、可靠。

完 成 这 些 基 础 工 作 ，就 可 以 进 行 鉴

定、测量，确认这些骨骼属于什么动物，是

动物的哪个部位，以及动物的年龄、形体、

雌雄，骨骼上有没有病变和人工痕迹等。

这 样 ，我 们 就 能 了 解 遗 址 出 土 的 动 物 种

类、数量、年龄结构等信息，继而探讨古人

获取肉食的方式是渔猎还是饲养，动物是

否被用于祭祀与随葬、是否作为劳役或骑

乘的工具等。一块小小的骨头，可以透露

出很多秘密。

以马为例。商周时期人们已经大量使

用家马。“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马与这两件

事捆绑极深。商周时期的祭祀场所经常发

现马骨，但两者埋马、用马的态度很不一

样。商朝人埋马基本是一匹一匹整齐摆放，

而在周朝遗址马骨却经常杂乱分布，这反映

了商周马匹获取模式的不同。商朝人所在

的黄河下游地区没有马场，需要从西北或北

方征集、进贡而来，因来之不易，使用时就很

珍惜。周朝人居住地靠近甘青宁地区，获取

马匹容易得多，使用起来就相对随意。

采集好动物遗存，通常可以进行碳 14
年代测定、古 DNA 分析、锶同位素分析和

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通过碳 14 测年确

认遗存的绝对年代，是保证后续研究科学

性的基础。古 DNA 分析能够提供被测试

样本的遗传信息，包括物种、性别、谱系、血

缘关系、表型特征等，对研究动物的起源、

演化和杂交等问题大有帮助。锶同位素分

析可以判断动物的居住地变化，动物一般

不会主动长途跋涉，其迁徙也反映出不同

地域人群之间的交流。碳氮稳定同位素分

析是进行古食谱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揭

示了古代先民对不同动物的喂饲方式以及

主要家养哺乳动物的起源和驯化过程。对

陕西雍山血池遗址出土马匹进行的碳氮稳

定同位素分析发现，有些马的食物以碳 3
植物为主，有些以碳 4 植物为主，这可能与

它们征集自不同地区有关。动物肋骨的代

谢速率最高，因此，肋骨同位素比值代表了

其生前最后阶段的饮食情况。血池遗址的

一匹马，肋骨碳同位素比值高于其他骨骼，

因此可以推测，它在最后阶段被喂食了大

量粟、黍等碳 4 植物草料。这种推断在史

料中也能找到支撑，《周礼》记载，从各地征

集来的祭祀动物，宰杀前要在特殊场所中

饲养一段时间。

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就如同破案的侦

破手段，掌握得越多，获得的信息就越充

分。当然，也能收获更多的欣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本

报记者杨雪梅采访整理）

““识骨寻识骨寻踪踪””的欣喜的欣喜
袁袁 靖靖

“后悔吗？”常有人这么问我。

到金塔寺石窟担任管护员，我是主动

请缨。2001 年，我 23 岁，退伍返乡，在甘肃

张掖市马蹄寺管委会工作。金塔寺石窟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马蹄寺石窟群的重

要组成部分，自北朝开窟以来，历经 1600
多年，是河西地区开凿最早的佛教石窟寺

之一。因条件艰苦、交通不便，这里一直没

有固定的看守者。2006 年，我主动申请到

金塔寺石窟工作。我记得，一辆皮卡车把

我送到了工作站。车走之后，下起了雪，我

的守窟生涯就此开启。

金塔寺石窟距离张掖市 80 多公里，在

祁连山深处的悬崖上，需要登上 240 级近乎

垂直的台阶才能到达。石窟共有东、西两

窟，为中心塔柱窟，四壁顶部绘壁画。塑像

大部为北凉原作，元代重修。塑像均采用

悬塑手法，各具形态，特别是东窟一层龛楣

两侧的飞天，作凌空飞舞之势，是洞窟艺术

珍品。这也是国内仅有的大型悬雕彩塑飞

天，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及研究价值。

守窟人的艰辛，超出了我的预料。冬

天晚上气温可达零下 30 多摄氏度，把所有

衣服都穿上，再压上棉被，也挡不住寒冷。

早上起来，鼻孔旁边都是冰碴子。一人独

居，没水没电，手机只有放在一个固定的位

置，才有微弱信号。日常生活给养要到 24
公里外购买，一条便道坑坑洼洼，骑摩托车

来回一趟，就得一天。

每天，我要步行 4 公里山路，逐一检查

洞窟。如果发现有岩体开裂、塌方渗水、壁

画剥落等情况，就及时向管委会汇报。十

多年来，我用贴纸条做记号的“土办法”标

记了很多不易察觉的岩体细小裂缝。2019
年，金塔寺石窟启动数字化采集，我陪同采

集人员守在一线，脚手架移动到哪里，我就

跟到哪里。有人来参观时，我会组织他们

分批进入，控制窟内人数，交代注意事项并

全程陪同，尽力排除对石窟不利的因素。

闲暇时光，我喜欢去附近的牧民家聊天，向

乡亲们宣传文物保护知识。久而久之，每

当发生什么险情，或是发现有闲杂人员在

附近活动时，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前些年，管委会提出给我调岗。考虑

再三，我递交了一份继续留下的申请书。

这么精美的艺术，很多人想看都看不到，能

一直守在它们身边，是一种幸运。记得第

一次进入石窟时，我什么也看不懂。当时，

金塔寺的研究材料很少，我通过翻阅资料，

与附近石窟作对比，向专家学者虚心求教，

不断提高知识水平。悬于壁间的飞天高鼻

深目，体格壮实，衣带似随风而动。以前，

我站着看这些飞天，总觉得他们上身长、腿

短，比例不太协调，姿态有点别扭。直到有

一天，我蹲在地上，仰头一看，飞天仿佛正

飞身扑向我的怀中。我恍然领悟，这就是

古人跪拜的位置，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看

到飞天最美的一面。日复一日观察，我有

了 许 多 新 发 现 ，对 文 物 的 感 情 也 愈 加 深

厚。如今，面对每一尊雕塑、每一幅壁画及

其背后的故事，我都能说出一些“道道”。

近 年 来 ，工 作 站 的 条 件 越 来 越 好 。

2014 年，工作站更换窗户，做了外墙保温，

2018 年又通了网络，信号满格，和同事们沟

通不掉线，我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石

窟还装上了电子安保系统，坐在电脑前，通

过监控视频就能巡护一次。

一晃 18 年，和家人聚少离多。在我眼

里，儿子仿佛是“蹦着长大的”，每次见面，

我都发现他又长高不少。一次，我带儿子

到工作站，他帮我打扫栈道时说：“以后，我

想成为和爸爸一样的守窟人。”我笑了：“你

看，这洞窟多美啊！”

（作者为金塔寺石窟管护员，本报记者

王锦涛采访整理）

守在美丽的石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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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佳子彧创作的面人作郎佳子彧创作的面人作

品品《《护书人伏生护书人伏生》。》。施施 芳芳供图供图

▲▲ 金塔寺石窟里的悬塑飞天金塔寺石窟里的悬塑飞天。。

王锦涛王锦涛供图供图

文 物 保 护 有“ 黄 金 时
间”，我停不下脚步，总想着
如 果 自 己 快 一 点 、再 快 一
点，就能留住更多宝贵的文
化遗产。

日复一日观察，我有了
许多新发现，对文物的感情
也愈加深厚。如今，面对每
一尊雕塑、每一幅壁画及其
背后的故事，我都能说出一
些“道道”。

我的本行其实是通过骨
头、遗物这些第一手资料，一
点点拼凑出古人生活的侧
面，这是一种很多人难以理
解的浪漫，我们称之为“识骨
寻踪”。

在许多人眼中，捏面人
不是一项热门的职业。但我
觉得，身为非遗传承人，就应
该把职业、责任、爱好结合起
来，坚守下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考 察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考 察

““一馆一院一馆一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并出席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发展座谈会时强调：：““我最关我最关

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

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我们

文化不断流文化不断流，，再传承再传承，，留下的留下的

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

护好护好、、珍惜好珍惜好。”。”

文化传承文化传承离不开具体的离不开具体的

人人。。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

守和努力守和努力，，让那些文物让那些文物、、考古考古

遗址遗址、、传统手艺传统手艺重焕光华重焕光华。。本本

版刊发版刊发 44位文化文物工作者的位文化文物工作者的

故事故事，，分享分享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化遗产传承

发展进程中弦歌不辍发展进程中弦歌不辍、、薪火相薪火相

传的传的动人篇章动人篇章。。

——编编 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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