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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物修复专业结缘

侯然在国内大学读本科期间就对
古籍整理和修复感兴趣，因此利用课
余时间在杭州图书馆古籍部做了4年
的古籍修复。在实习过程中，她渐渐
萌生读文物修复专业的想法。

然而国内开设文物修复专业的院
校不多，经过比较，侯然决定申请德
国大学。在申请过程中，侯然了解
到，在德国，如果学生本科期间不读
文物修复专业，不能直接读研究生。
本科读中文的她无奈之下，只能在德
国埃尔夫特应用科技大学重读本科，
主修纸质文物修复。

“德国的文物修复不仅非常注重
传统技艺的传承，还兼顾严谨的学术
体系，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德国。”侯
然说。

现在的侯然，已经是德国海德堡
大学的一名东亚艺术史硕士生了。谈
起假如能重新选择，侯然说她还是会
毫不犹豫地选择文物修复。“让我下
定决心的原因就是对它有兴趣吧。在
做这件事的时候很有幸福感。”侯然
说，“如果能考上博士，我还想转回

纸质类文物修复。”
与德国相隔不远的意大利，也有

几位中国学生在学习文物修复，宋元
便是其中一位。在宋元的 QQ 空间
里，几乎每张照片都与文物相关。在
一张与比萨斜塔的合照下面，宋元写
了一行字：“夜游比萨斜塔，有幸与
承载了人类进步历史的古老的你单独
相见。”

这个迷上文物修复的小伙子，在
来意大利之前并不爱学习。“高考分
数低，上不了好大学。所以想出国学
一门技术，后来意识到还是要选择自
己喜欢的专业。”

宋元告诉笔者，之所以选择文物
修复专业，是因在意大利受到周围人
的感染。他还记得，刚到语言学校
时，感觉“每天就像在听天书”。当
他发现周围的同学都很用功，便觉得
自己的人生不应该碌碌无为。“我就
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文物修复专业，坚
持到现在。” 宋元说。

在意大利学习的3年时间里，宋
元所学的课程逐渐难起来。“有一门
必修课，非常难，每年会有 12 次考
试机会，通不过不能毕业。像这样的
高强度学习是常态，晚上回到住处只
想着解决当天没弄明白的问题。”

要先拿出修复方案

让侯然感到吃惊的是，在德国学
习时，学生被要求和修复对象本身对
话，即自己必须拿出一套修复方案。
老师会了解学生的想法，然后在学生
方案的基础上提供一些建议，而不会
手把手从零开始一步一步传授。

在侯然看来，这与德国的教学理
念相符。“在德国，学校更多地教你
作为修复师如何去思考，比如对于材
料本身的理解以及如何制定一套科学
合理的修复方案等。 ”

“我在国内做修复时，一般是以
师傅和前辈的指导为主，修复前师傅
就会把一些既定步骤教给你。自己也
许会稍微变通一下，但不会颠覆。”
侯然说。

这种和文物进行对话的方式很像
“格物”。修复者先不参考任何文献也
不求助老师，仅仅观察文物本身，观
察它的表面和内部结构，推测它的材
料、制作工艺，评估它有哪些劣化状
况，是不是曾经被修复过等。“有了
主观感受后，再去阅读前人的修复档
案，查阅文献。”侯然说。

侯然告诉笔者，对修复师来说，
文物是一手文献。这并不是说前人说
得不好或不对，而是环境气候等任何
来自外界的微妙变化都会给文物带来
和之前的经验完全不同的劣化状况。

“而这些状况大多数是之前没有被记
录过的，因此不能盲从他人的经验和
观点。”

笔者问侯然，害不害怕手中价值

不菲的文物不小心被修坏了。她说：
“我的害怕程度与残破程度成正比，
不与文物价值成正比。所有的文物都
是平等的，不分高低贵贱。”

“一生都要和它打交道”

学习文物修复是一个枯燥的过
程，往往几天、几个月都在修同一件
文物。宋元给我举了个例子，有一次
他修复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物肩膀
有污损，光描摹就花了一周的时间。

高强度的学习常常让宋元有些惆
怅，能不能顺利毕业成为每天悬在宋
元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意大利的
文物修复专业属于国宝级专业，想浑
水摸鱼毕业是不可能的。”宋元说，“有
时候中午都没有时间吃饭，刚下课又
要赶往下一个课堂，每天任务都很
重。”

“累了，该放弃吗？”这是很多文
物修复专业学生不断思考的问题。
文物修复专业的特性决定了需要不断
实践才能最终上手，而这个过程需要
耐心，有时候会很枯燥。但笔者在采
访中感受到，当这些以文物修复为志
向的学子越过这些障碍，面对修复完
成的作品时，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
悦和满足感。

宋元说：“过了对文物修复的狂
热期，以后的日子都是单调而重复
的。一旦选择了一个修复类别，可能
接下来的一生都要和它打交道了。”

“慢慢来”是笔者在采访中听到
最多的3个字。文物修复专业的苦与
累，都融在了这 3 个字里，既是慰
藉，也是鼓励。

侯然说：“记得我国从事古代书画
修复的工艺美术大师范广畴先生曾和
我说过一句话，不管多冷门的专业，当
你做好了，就会变得有前途。范先生
做到了。我也坚信不疑这一点。”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存
在一些美好的愿望。有的人
会拼尽全力实现它，有的人
则会把它默默地埋在心底。
海外学子身在异国他乡，或
是对陌生的环境充满好奇，
或是习惯了已经渐渐熟悉的
生活环境。那么他们会有什
么愿望埋在心底呢？

对于大多数即将毕业的
学子来说，找工作成了头等要
事。不少海外学子将找到一份
满意的工作作为目标。为此，
他们又是如何准备的呢？

就读于英国杜伦大学的
艾达的愿望是能找到一份满
意的工作。“我学的是金融管
理专业，所以正在准备注册
会计师考试。”艾达说，“现在
已经买了教材和网课，希望
通过考试后能够进入外企、
大型私企或者银行工作。”为
了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艾
达做了不少准备，也吸取前
辈各种笔试、面试的经验，再
根据自己的经历做面试问答
练习。“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准
备，我对自己从前的经历有
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也对未
来 职 业 选 择 有 了 一 定 了
解。” 艾达说。

邱译暄就读于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即将毕业。她的
愿望同样是可以找到一份理
想的工作。“我学的是经济
学 ， 希 望 可 以 进 入 银 行 工
作。因为现在还没毕业，课
程比较多，所以投递的简历
还不是很多，想在暑假课少
的时候多投一些简历。” 邱
译暄说。

学子们不光有宏大的目
标，希望有更好的未来，也
在为有朝一日实现梦想而默
默地努力。

孙桑 （化名） 到美国已
经4年了，他读的是爱荷华州
立大学的机械工程专业。最
近他的父母要来美国看他，
所以他的愿望是带父母好好
游览，使他们感受真实的美
国 。

当被问及为父母来美国
做了哪些准备时，孙桑激动地
说：“我很早就计划好了旅游
路线，希望开车带父母去纽约
看看，毕竟在纽约还是很适合
自驾游的。接着我会带他们坐
飞机去奥兰多，带他们去迪士
尼乐园 ……”为迎接父母的
到来，孙桑不仅早早计划好了
旅游路线，更是把家里打扫
得干干净净，扫地、拖地，
擦灶台，门口的积雪也都清

理干净了……
“父母来美国看我，我非

常开心。因为好久没有见到他
们了，十分想念。还有一个原
因是想把我现在的生活尽量
展现给他们看，使他们更多地
了解美国，看看美国究竟是什
么样。”孙桑说，“其实美国的
生活跟父母想象中是不一样
的。就拿安全来说，父母认为
在美国是很安全的，其实并非
这样。美国允许合法拥有枪
支，所以当与美国人发生冲突
或者遭遇抢劫时，他们有枪而
我们没有，无法保护自己，常
常变得十分被动。所以希望父
母能够理解我为什么毕业之
后一定要回国发展。”

对海外学子来说，不仅
要为前途不断努力，爱情同
样 不 能 耽 搁 。 只 有 二 者 兼
顾，生活才有更多乐趣。

张雪 （化名） 在法国雷
恩高等商学院读创意项目管
理专业，目前在学习运营公
众号，希望可以进入媒体行
业。在保证学业的同时，张
雪希望可以收获一段美好的
爱情。“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可
以并肩作战，相互鼓励，不
至于一个人孤军奋战这么孤
单。”

佛美，全称为佛罗伦萨国立美
术学院。佛美很小，基本是一套小
楼与几个小院，其规模应该与国内
小学校园差不多。佛美的大门也很
小，小至过不了一辆小汽车，更过
不了大巴车。一辆自行车横亘门
口，足可挡住全校师生。

佛美是世界上第一所美术学
院，开创世界美术教育先河。其历史
上涌现出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
瓦萨里、莫迪里阿尼等伟大艺术
家。学校美术馆镇馆之宝是米开朗
基罗《大卫》原作。《大卫》 美名远
扬，蜚声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一
美男子。或许对大卫的赞美大家
感觉夸大其词，直到亲自排队进
入佛美的美术馆，亲眼仰视这座
雕像的时候，才能感受到热血沸
腾、众言不虚。

虽然佛美闻名遐迩，但在佛
罗伦萨的影响远不及佛大，这次
访学项目就是佛罗伦萨大学邀请
与受理的，佛美只是佛大的合作
院校，但我们作为美术专业工作
者，对佛美总是情有独钟，最大
限度地参与了佛美的专业写生与
教学。

初到佛罗伦萨，意语不通、
饮食不惯，还是喜欢品茗、诵
经、临池等中国传统项目；燃一
支藏香，泡一杯普洱，然后挥毫

濡墨，方觉快意。
时日渐长，佛美教授逐渐对

中国水墨有了兴致，摸着我画人
体用的宣纸说：中国纸？

从吴道子到达·芬奇，从华
夏到佛美，但愿水墨能架起一座
桥梁。

佛罗伦萨是美丽而浪漫的。
想要感受壮美的日落，可以去米
开朗基罗广场；这里可以一边俯
瞰整个佛罗伦萨老城，一边聆听
流浪音乐人的现场弹唱，当然，
还可以拎一瓶红酒，或者举一个
冰淇淋……总之，以你最舒服的
方式与美艳夕阳一起狂欢。红彤
彤的霞光洒向石阶上人们的脸
庞，他们或依偎相拥，或深情热
吻，或独自发呆，或极目远眺，
尽情地享受着亚平宁半岛的壮美
日落。此时此刻，真的很希望和
家人一起坐在台阶上，与素不相
识的人们一起，在音乐的环绕
中，望着暮光中古城里的一片恬
静，静静地感受生命中的美好。

（寄自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为世界艺术之都，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隶
属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曾为意
大利首都与文化中心。佛罗伦萨
位于阿诺河谷的一块平川上，四
周丘陵环抱。佛罗伦萨市区很
小，大家习惯将这座城市亲切地
称为“佛村”。

徐志摩当年将佛罗伦萨音译
为“翡冷翠”，饶有诗意。“翡冷
翠”，在意大利语中意为“鲜花
之城”。

最能代表这个诗意名字的
是 市 中 心 的 圣 母 百 花 大 教 堂 ，
橄榄绿和奶白色的大理石砌成
的教堂，有种翡翠般的惊艳与
高贵。然而，佛罗伦萨的城市
基调并不是翡翠绿，而是近似
于电影 《托斯卡纳艳阳下》 的
感觉，阳光、蓝天、白云，丰
富多彩的墙壁、墨绿色的百叶
窗、绛红色的屋顶……

翡冷翠是一座令人沉醉的城
市，古老的街道，宁静的老桥，
密集的雕塑，哥特式的建筑，每
天都能听到教堂的钟声，尤其敞
篷马车从窗前从容驰过留下的一
串串马蹄声，仿佛穿越到了15世
纪，一切都很美，一切都很艺
术。佛村之美，美不胜收；歌
剧、足球、手风琴、匹诺曹、牛
肚包、T 骨牛排、芬奇小镇、葡
萄酒庄、波波利花园等，都能令
我们流连忘返……

佛罗伦萨兴建于凯撒王朝时
期，公元前 59 年沦为罗马的殖民
地，后又被伦巴第人统治。文艺复
兴是佛罗伦萨最为辉煌的时期，
在美第奇家族的保护和资助下，
当时的佛罗伦萨聚集了达·芬奇、
但丁、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大批
卓越艺术家，创造了大量的、闪耀
着文艺复兴时代光芒的建筑、诗
歌、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使

佛罗伦萨成为了欧洲文化艺术中
心。

佛罗伦萨全市共有76家博物
馆和美术馆，60 多所宫殿及教
堂，收藏着大量的优秀艺术品和
珍贵文物，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文
艺复兴时期艺术品保存地之一。
佛罗伦萨市中心景点分布集中，
美术馆、博物馆等几乎半小时都
可以走到。

市 区 内 1/3 的 建 筑 都 是 文
物，其中都有艺术作品。我们租
住的房子也在市中心，仅走廊就
布置了 9 幅油画作品；曾经住过
政府官员，是典型的托斯卡纳风
格建筑，简朴而典雅。佛村无论
是居民还是商家，艺术品都是必
须有的，每个门店在开始布置时
都像一个画廊。我们居住的小巷
处在火车站与阿诺河之间，叫

“porcellana”，就是“瓷器”的意
思，古时中国来的瓷器应该在此
集散吧！

“翡冷翠”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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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架起一座桥梁
——佛罗伦萨访学记

周利明

周利明在佛罗伦萨国立美术
学院门口。

历经岁月洗礼流传下来的瑰宝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橱窗
里，它们穿越了时空的阻隔，与我们再次相逢。有这样一群学
子，他们的专业与这些瑰宝相关，在海外留学期间执著于文物
的修复，亲手让其重放光彩。

访学记访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