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积山，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

约 25 公里，因为山形高耸似堆积的

麦垛而得名。自十六国时期以来的

1000 多年间，往来于丝绸之路沿线

的古人在山体南侧陡直的崖壁上开

凿了密密麻麻的洞窟，历经多次地震

坍塌，目前仍然保存着窟龛 221 个，

各类造像总计 3938 件、10632 身，壁

画共计 1000 余平方米。 1961 年，麦

积山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 年，麦

积山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在甘肃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的

指导与支持下，2021 年，由西北大学

考古学科和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

合作开展的麦积山石窟考古报告编

写项目全面启动。运用先进科学技

术提高保护水平，是此次麦积山石窟

考古报告编写工作的宗旨。麦积山

石窟艺术研究所先后对十六国时期

的第 74 窟和第 78 窟、北魏西魏时期

的第 133 窟、第 127 窟、第 135 窟，以

及隋唐时期的第 5 窟进行了全面细

致的三维扫描和高清摄影工作，构建

三维模型。

高 精 度 模 型 需 要 庞 大 的 数 据

量。技术人员通过日复一日的数据

采集，一年之后终于用数字化技术将

石窟“搬进”了实验室。由此，报告编

写人员能够随时观察石窟，不仅提高

了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反复

进入石窟和接触造像的次数，实现了

“最少干预”的保护原则。在数字化

技术的“加持”之下，麦积山石窟考古

报告的绘图人员金鹏使用数位板和

电 子 笔 描 绘 佛 像 和 窟 龛 的 考 古 线

图。“画麦积山窟龛的考古线图，一要

正确认知塑像和窟龛的结构；二要

慢，耐得住性子，用心去感悟古代塑

像的结构之美。”金鹏说，“这一画，就

要做好画一辈子的准备。”

编写石窟报告，需要对麦积山及

周边地区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观

察麦积山与周边自然地理环境和其

他文化遗产之间的聚落关系。在多

方支持下，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数

字考古实验室对麦积山石窟保护区

进 行 了 激 光 雷 达 航 空 测 绘 工 作 。

2023 年 12 月，当搭载激光雷达系统

的无人机飞过麦积山石窟上空时，正

是雪后初霁，零下 10 摄氏度的低温

中，从无人机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奔

腾的雾气从北向南逐渐包裹住麦积

山，又迅速散去。工作组在山林峭壁

间往返穿梭，从天亮到天黑连续作业

3 天，顺利完成了航测任务。

麦积山石窟素有“东方雕塑陈列

馆”的美誉。为科学认知麦积山泥塑

的塑造工艺，揭开塑像千年不朽的奥

秘，为保护修复工作提供详实依据，

工作人员采用了 X 射线摄影、内窥镜

探查等多种技术手段，开展塑像结构

的调查工作。X 射线摄影工作还没

开始就遇到了难题：巨大的摄影设

备，怎么搬上石窟西崖最高的第 135
窟？这时候，从事石窟保护的工人师

傅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凭借对石窟

栈道每一步台阶、每一个转弯和每一

个过洞的了解，他们两人一组，一步

步拾级而上，先把设备运到了东崖最

高的散花楼（第 4 窟）。散花楼和牛

儿堂（第 5 窟）之间的通道是一个窄

小的石洞，当师傅们把沉重的设备箱

顺利从石洞中运出的时候，人们以热

烈的掌声为他们点赞。

通过拍摄，可以清晰地看到塑像

内部的结构，发现从十六国时期历经

北朝到隋唐，塑像总体技术一脉相

承，但内部结构并不相同，塑造方式

一直在优化和改变。科学技术赋予

了我们“透视”的眼睛，去探索和揭示

古代工匠留下的技术遗产。

1000 多 年 以 来 ，不 同 时 代 的 游

客都在麦积山石窟内留下墨宝，错综

复杂，极难辨认，它们是石窟历经千

年变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

于泥塑材质脆弱，不能采用传统的拓

片技术提取题记资料。于是，工作人

员采用结构光扫描配合高清摄影的

方法，通过反复实验，在不接触文物

的前提下，把第 135 窟壁上密密麻麻

的古代“游记”制作成清晰的“电子拓

片”，目前已辨识出题记 120 余条。

学术的积累是靠一代又一代人

完成的。上世纪 40 年代，天水本地

学者冯国瑞开展麦积山石窟调查，写

下《麦积山石窟志》。艺术家王子云

与西北文物艺术考察团来到麦积山

石窟考察，绘制了麦积山石窟全景

图。考古学家阎文儒带队考察麦积

山，偶遇“麦积烟雨”的美景，后来写

道：“此地风物，极似巴蜀。”

1952年 9月至 10月，文化部组织

中央美术学院、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

部、敦煌文物研究所 3家单位，组成麦

积山考察团。1953年，文化事业管理

局组织了麦积山勘察团，同年，麦积

山文物保管所成立。那时候的工作

环境非常艰苦，从城区到麦积山要步

行或乘马，两天时间才能到达。住宿

只能在山脚下极为简陋的寺院里，生

活补给和用水都很难获得。山体栈

道破败，部分栈道完全坍塌无法登

临，每一次上山工作都危险重重。正

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保管所积累

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原有栈道进

行了检修。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

代，麦积山石窟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

的科学勘察保护工程，对崖面进行了

“喷、锚、粘、托”工艺的封护，并修建

了供游客参观石窟的栈道。1986年，

麦积山文物保管所升级为麦积山石

窟艺术研究所，在麦积山石窟与公众

之间搭起了一座跨越天堑的桥梁。

包括麦积山石窟在内的我国四

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

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我们将和

文物工作者一起，潜心守护麦积山石

窟，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作出更大贡献。

从香积山顶远眺麦积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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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

县尚重镇的一处空地上，一座工棚拔地

而 起 ，脚 下 的 泥 土 被 木 屑 盖 得 严 严 实

实。掌墨师吴良玉戴上老花镜，拿起墨

斗盒，夹着测量尺，围着刨光的木板测

量、画线。短短 20 分钟，板材布满长短不

一、形状各异的线条。木匠们接过板材，

循着墨线凿眼、切割。

在贵州侗寨，每逢孩子出生，孩子的

父母会在山上种一片树，等到孩子长大

成家，树木也已成材，可作新房的栋梁。

可以说，这片土地上的木构建筑，都是从

地里“长”出来的。这些建筑完全靠榫卯

连接，负责建造的师傅被尊称为“掌墨

师”，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他们在木头上

画线，是修屋造房的“总工程师”。

近年来，不少建筑设计师注意到黔

东南州乡村传统木构建筑的魅力。他们

走进乡村，与掌墨师一起，为村里建造出

一栋栋既传统又时尚，既完美融入当地

环境又适应现代生活的民居建筑，为村

民们带来艺术之美。

“把传统技艺同现
代理念相结合，开拓木
构建筑的生存空间”

掌墨师建造房屋不用图纸，仅凭一个

墨斗盒、一把测量尺、一把细竹刀，打点画

线之间，将梁、柱、椽、枋、板等结构部件精

准标示，没有丝毫偏差。待组装完成，接口

严丝合缝，房屋线条流畅，长年不斜不朽。

2006年，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吴良玉从小痴迷木构建筑，到处拜

师学艺，后天的努力加上极高的天赋，26
岁就当上了掌墨师。“不用画图纸，整体

构 思 藏 在 脑 海 中 ，自 有 一 套 算 法 和 口

诀。”只需勘测地基数据，结合雇主的大

概需求，吴良玉就能快速在脑海中形成

房屋结构，估算所需木材，再将各部件尺

寸、榫卯位置等用墨线标示。待木匠完

成加工，吴良玉拿起细长的竹签，也叫墨

签，逐一注明部件名称、尺寸、榫眼大小

和深浅等数据。每一根墨签对应一个部

件，实现精准组装。一座普通木房，需要

上百根墨签。不用一钉一铆，即可组装

成房。与墨线为伴，吴良玉画过 44 年光

阴。房屋、鼓楼、风雨桥……由他经手的

木构建筑，遍布十里八乡。

2013 年到 2016 年，建筑师陈国栋到

黔东南州调研传统村落，被当地的木构

建筑深深吸引。黑色的瓦屋，暗沉的木

墙，青山绿水掩映中古色古香的吊脚楼，

从山脚到山腰，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将

古村落装扮得宛若水墨画卷，述说着厚

重绵延的文化底蕴。沟壑纵横，山峦绵

延，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让这里保存有

大量少数民族传统村落。黔东南州现有

中国传统村落 415 个，数量位居全国地州

（市）级第一。在这里，非遗文化的多元

性、木构建筑的完整性、农耕生活的原生

性，深深打动着陈国栋。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审美需

求的改变，村落里的传统木构建筑正逐

渐被砖混结构取代，掌墨师的生存空间

被逐渐压缩，技艺传承面临危机。如何

让木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成为新时代

美丽乡村的一道风景？2017 年，陈国栋

将自己创办的建筑事务所搬到黎平县茅

贡镇，开展建筑研究。 2019 年，他开启

“为老百姓造房子计划”，每年抽出时间，

帮老百姓免费设计一两栋木房，联合当

地的掌墨师共同建造。

青色的瓦屋，红色的木墙，温暖的灯

光，走进榕江县栽麻镇归柳村，树林山水

间，一栋古色古香的民房格外显眼。红

砖混凝土的底座上，站着一个杉木做的

“盒子”，既有别于村里的传统木房，又能

和谐融入其中。这是乡村教师杨慧的新

房，由陈国栋团队设计，联合吴良玉等黔

东南州掌墨师群体共同修建。

“新房不仅要抵御山风和浓雾，还要

住得舒服，突出当地侗族文化。”接受委

托时，陈国栋面对的是一块有孔洞的梯

形 空 地 。 那 孔 洞 明 显 是 为 盖 砖 房 打 的

桩。杨慧本想直接盖砖房，但又舍不得

代代居住的木房子。传统木屋更适应当

地环境，生态环保，成本更低，但在隔音、

防火、采光、通风等方面确实性能不够

好。为了不浪费已经打好的孔桩，并充

分利用周边的木材，解决采光、通风、保

暖等一系列问题，思来想去，陈国栋设计

出砖混与木构组合的三层建筑。其中，

第一层起居空间由红砖和混凝土建成，

二、三层则是木质。

“这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设计细节

上存在不少难题，需要跟掌墨师反复沟

通，把传统技艺同现代理念相结合，开拓

木构建筑的生存空间。”陈国栋说。不规

则的屋顶该怎么架梁，如何把握屋檐的

弧度、方便瓦片覆盖，这些问题的解决都

凝结着掌墨师的创新智慧，是他们让传

统木构更加符合现代审美。

盼到新房落成，杨慧喜出望外。考

虑到节约成本，建造时，所有屋架都完整

裸露出来，完全体现木质结构本身的美

感。房屋功能也经过精心的分区设计，

下层为居住空间，中间和上层是活动空

间。“建房时，我就跟建筑师和掌墨师沟

通过，希望将家里多出来的空间做成可

以交流的公共区域。”班上的学生不少是

留守儿童，杨慧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看

书、玩耍，给予他们更多陪伴。

唱侗歌、荡秋千、做刺绣……今年暑

假，杨慧接待了五六拨亲子研学家庭。

在不少客人眼里，她的新房宛如一件艺

术品，住起来比城市的房子还舒适。

“建筑的背后是审
美，更是文化”，在 800
多年历史的黄岗村，能
够感受到建设美丽乡
村的匠心

沿着蜿蜒的山路曲折前行，直至大

山深处，两侧景色变换之间，视线忽然开

阔，一大片木构建筑出现在前方山谷，有

着 800 多年历史的黄岗村到了。黄岗村

位于黎平县双江镇，是典型的侗族村寨，

始建于宋代，2012 年被列入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顺着宽敞的主街漫步，高耸的

鼓楼、鳞次栉比的吊脚楼、延续传统审美

的木构民宿，让游客王朝明有些挪不开

眼。“建筑的背后是审美，更是文化，在黄

岗 村 ，能 够 感 受 到 建 设 美 丽 乡 村 的 匠

心。”王朝明说。

既要让传统的侗寨景观保存完整，

又要在此基础上做出创新改变，建筑师

和掌墨师费了不少心思。“当地村民延续

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生活

方 式 ，保 留 着 许 多 用 来 储 存 粮 食 的 禾

仓。经过重新设计改造，不少禾仓变成

了条件舒适、功能齐全的民宿。”青年掌

墨师姜继俊表示。这些别具特色的禾仓

民宿，已经成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的一

大亮点。

37 岁 的 姜 继 俊 曾 在 浙 江 五 金 厂 务

工，为照顾家庭，2013 年返乡，跟随父亲

学习掌墨师的手艺。从 2017 年到现在，

他与陈国栋团队合作了六七个项目，有

餐厅、民宿，也有住宅、体验馆。“这些建

筑的整体布局更舒适，空间结构更富美

感，根本原因在于设计理念的更新。”姜

继俊认为，这种新式木构建筑十分契合

人们的使用需要、审美需求以及地方传

统风貌保护，“只要设计得当，木构建筑

能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大放异彩。”

“我们在茅贡镇调研过，全镇有 15 个

村，大约共有 80 名掌墨师，每人带一些徒

弟，木构从业人员可能达到 1500 到 2000
人，潜力巨大。”为了让掌墨师群体被更

多人看到，让木构建筑之美传播得更远，

陈国栋还带着掌墨师和他们的作品，走

进了广州、重庆等地的多个美术馆。前

段时间，在上海的一个展览活动上，掌墨

师现场组装木质鼓楼，引来无数观众的

围观和惊叹。

陈国栋和他的团队发起了一个“掌

墨师”计划，集结各地掌墨师，成立集生

产、体验、研发于一体的木构研发基地，

推动木构建筑适应社会发展。风雨亭、

酒工坊、小剧场、生态厕所……不知不觉

间，一个个既能适应现代需求又能融入

周边环境的木构建筑，在贵州的乡村陆

续出现，装扮着美丽家园。

掌墨师携手建筑设计师——

让木构技艺扮靓美丽家园
苏 滨

“ 河 有 万 湾 多 碧 水 ，田 无 一 垛 不 黄

花。”提到江苏兴化的垛田，大多数人首

先 想 到 的 ，一 定 是 油 菜 花 海 的 壮 美 景

观。千垛花海的田园风光曾入选《美丽

中国》邮票，成为兴化的名片。

比风景更迷人的，是垛田蕴含的深厚

历史文化积淀。兴化垛田是国内少有的

“双遗产”。2014 年，“兴化垛田传统农业

系统”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2
年，“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系”被列入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今年，是“兴化垛田

传统农业系统”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 10 周年。

里下河地区位于长江与淮河两大水

系间，平均海拔仅 1.5 米，是江苏省海拔

最低处，被称作“锅底洼”。兴化市正处

于里下河腹地，境内湖沼连绵。兴化垛

田 的 形 成 ，生 动 演 绎 了“ 沧 海 桑 田 ”。

5000 多年前，这里还是海湾。随着海岸

线不断东移，里下河地区水位下降，海湾

变成了潟湖。唐宋年间，人们开始在此

筑堤，抵御海潮，保护沿海一带的农田和

居民免受海水侵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范仲淹主持修建的捍海堤，被称为“范公

堤”。南宋初年，黄河夺淮，自此，黄淮泥

沙不断侵入，兴化境内的河湖水荡迅速

淤积。在一些水位较低的沼泽，零星土

地开始露出水面，当地百姓挖出水底淤

泥，把这些零星土地加宽垫高，种植庄

稼，年复一年，最终成为小岛般的垛田。

晚清时期，黄河北徙，进入兴化境内的泥

沙急剧减少，湖沼淤积成陆的演变过程

就此中断，垛田也定格在“奇零不成亩”

的形态，形成水上千垛的自然景观。

传统农事活动与灌排工程，在垛田

上完美融合。堆泥成垛，扩大了种植面

积，罱泥、扒苲的过程又起到了疏浚河道

的作用。混杂水草的河泥富含有机物，

为农作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戽水这种

给农作物浇水的方式，也是灌排工程的

一个环节。当然，垛田最重要的作用还

是防洪。明清时期，为保漕运，运河“归

海五坝”频繁开启，里下河地区成为行洪

通道。垛田高则五六米，矮的也有两三

米，不会被洪水淹没，保住了百姓的生计

口粮。人们又在垛田外围修筑圩堤，小

型圩堤慢慢连成大型圩堤，并在圩堤上

设闸门，建起排涝泵站，垛田的灌排工程

渐成体系。

随着防洪压力的减轻，当地居民纷纷

对垛田进行“放岸”，即降低高度、扩大面

积，一些小垛间的水沟被填平，连成大垛，

以方便生产。如今，人们看到的垛田大多

高 1米左右，昔日一座座小岛，变成一张张

漂浮水面的“荷叶”。

从水进人退，到人水相搏，最终人与

自 然 达 成 和 谐 平 衡 ，造 就 一 片 水 乡 天

国。兴化垛田演变史折射出的“垒土成

垛，择高向上”精神，令人动容。

在泰州，有垛田地貌的，除了兴化市

外，还有海陵区、姜堰区。2021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泰州市垛田保护条例》明确，

禁止擅自取土、挖塘损毁垛田；禁止擅自

平垛、填堵、围圈垛田水域等破坏垛田的

行为，支持利用垛田文化、景观、科普资

源从事旅游或者农产品销售、餐饮、民

宿、民俗展示活动，等等。

近年来，兴化积极探索“种风景、富

农民”，打破过去游客只是在油菜花开时

来打卡的局面，推进了全域旅游发展。

如今的垛田，春有菜花夏有莲，秋菊开罢

芦花飞，色彩随季节变迁流转。今年 6
月，兴化入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综合发展实力十强县（市）”。

当然，对垛田的保护利用仍有提升

空间。在为纪念兴化垛田申遗 10 周年而

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有专家建议，应在遗

产保护核心区恢复部分垛田的原貌和高

度，这样人们才能更直观地理解垛田的

演变史和曾经的作用。另外，目前大部

分游客是被垛田漂亮的景观所吸引，对

其背后的农、林、渔以及灌溉系统了解不

足，应进一步加强科普，加强“双遗产”系

统 之 间 的 联 动 展 示 。 对 垛 田 的 历 史 文

化，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垛田精神”也需

进行更深入挖掘，提高当地人对垛田遗

产保护传承的自豪感和参与度。

文化是遗产之根，而农民是农业文化

遗产的主人。垛田遗产不是标本，也不是

人造景观，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它都

是一个鲜活的、充满烟火气息的家园。

水上“长”旱田 田间“种”风景
周飞亚

通过日复一日的数
据采集，技术人员用数字
化技术将石窟“搬进”了
实验室，麦积山石窟考古
报告编写工作人员能够
随时观察石窟，不仅提高
了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
减少了反复进入石窟和
接触造像的次数，实现了

“最少干预”的保护原则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务弄村，掌墨师吴芳宇团队正在建造风

雨桥。 苏 滨摄

近年来，不少建筑设
计师注意到黔东南州乡村
传统木构建筑的魅力。他
们走进乡村，与掌墨师一
起，为村里建造出一栋栋
既传统又时尚，既完美融
入当地环境又适应现代生
活的民居建筑，为村民们
带来艺术之美。

核心阅读

掌墨师建造房屋不用
图纸，仅凭一个墨斗盒、一
把测量尺、一把细竹刀，打
点画线之间，将梁、柱、椽、
枋、板等结构部件精准标
示，没有丝毫偏差。待组装
完成，接口严丝合缝，房屋
线条流畅，长年不斜不朽。

兴化垛田。

兴化市农业农村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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