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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到‘修旧如旧’，工程技术人员在完
全尊重历史原貌的原则下，运用传统与现代
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布达拉宫进行维修。”布
达拉宫管理处副处长觉旦对本报记者说。

对阿嘎土这种在藏族古建筑中大量
使用的光洁、结实但抗水性差的材料的

“改良”，可谓是布达拉宫维修工程重点
科研项目。在保留地方特色材料、沿用传
统施工方法的前提下，通过添加改性外
加剂的方法，改善阿嘎土的物理、化学性
能，提高抗压强度、抗冻融性能及防水性
能的实验，经过前后两次的成功之后，便
在此次维修当中广泛应用。

“2016年10月初开始，布达拉宫又拟
对八座金顶重新镏金。整个工程投资将
会达到6000多万元人民币。”觉旦近日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觉旦介绍，镏金与刷金的工艺完全不
同。刷金遇水很容易被冲走。而镏金要对金
顶上现有的每一片铜皮进行高温加热，再把
熔化的金子镏到金顶上，所以金耗特别大。

在维修科的一个操作间，记者看到
技术人员正在电脑上把多处拍摄的高清
壁画通过软件修接起来，对目前还没有
条件修复的壁画部分在电脑中保存起

来，以便今后修复时作参考用。
而在另外一个数据中心，记者看到，

北京交通大学科研团队经过近 5 年的筹
备和半年多精心施工，为布达拉宫初步
建设了动静态相结合的结构监测网络，
这些设备就像飞机上的黑匣子，使管理
者可以随时掌握布达拉宫的健康状态，
取得客流量对结构影响的数据，为布达
拉宫合理开放提供数据支撑，并可为其
维护提供精确的指导。

“担任布达拉宫的保健医生，用科技手
段监测它的健康情况，就像拍X光片，了解
布达拉宫的骨架是否健康，存在哪些隐患，
是否到了需要医治的程度。”一位技术人员
用很通俗的话解释这个项目的意义，“如何
根据监测数据为结构性能的保持开出合理
的药方是我们接下来工作的主要内容”。

更为令人欣喜的是，西藏自治区十
届人大 2015 年就通过《西藏自治区布达
拉宫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条例》，此举已使
布达拉宫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法治化轨
道，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达拉宫得到
了进一步的保护。

公 元 前 140 多 年 的 中 国 汉 代 ， 一
支 从 长 安 出 发 的 和 平 使 团 ， 开 始 打
通 东 方 通 往 西 方 的 道 路 ， 完 成 了

“ 凿 空 之 旅 ”， 这 就 是 著 名 的 张 骞 出
使 西 域 。 中 国 唐 宋 元 时 期 ， 陆 上 和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同 步 发 展 ， 中 国 、 意
大 利 、 摩 洛 哥 的 旅 行 家 杜 环 、 马 可·
波 罗 、 伊 本·白 图 泰 都 在 陆 上 和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留 下 了 历 史 印 记 。 15 世 纪
初 的 明 代 ， 中 国 著 名 航 海 家 郑 和 七
次 远 洋 航 海 ， 留 下 千 古 佳 话 。 这 些
开 拓 事 业 之 所 以 名 垂 青 史 ， 是 因 为
使 用 的 不 是 战 马 和 长 矛 ， 而 是 驼 队
和 善 意 ； 依 靠 的 不 是 坚 船 和 利 炮 ，
而 是 宝 船 和 友 谊 。 一 代 又 一 代 “ 丝
路 人 ” 架 起 了 东 西 方 合 作 的 纽 带 、
和平的桥梁。

——摘自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2017年5月14日）

背景资料

杜环：中国唐代旅行家，又称杜
还。京兆 （今陕西西安） 人，生卒年不
详。唐天宝十年 （751），随高仙芝在怛
逻斯城 （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 与大食

（阿拉伯帝国） 军作战被俘，其后曾游
历西亚、北非，成为第一个到过非洲并
有著作的中国人。宝应初年 （762） 乘
商船回国，写了 《经行记》 一书，是中
国最早记载伊斯兰教义和中国工匠在大
食传播生产技术的古籍，还记录了亚非
若干国家的历史、地理、物产和风俗人
情，惜已失传。

伊 本·白 图 泰 ： 摩 洛 哥 穆 斯 林 学
者，大旅行家。1304 年 2 月 24 日，白
图泰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的一个柏柏
尔人家庭。20 岁左右时，他出发去麦
加朝圣，从此开始，他踏上了一条长
达 75000 英 里 的 旅 途 ， 经 过 了 现 今 44

个 国 家 的 国
土 。 白 图 泰
是 在 元 顺 帝 至 元 六 年 （1346 年 ，
对 此 学 者 有 争 论） 到 达 我 国 泉 州
的 ， 游 览 了 泉 州 、 广 州 、 鄱 阳 、
杭 州 等 地 ， 留 下 美 好 的 印 象 。 他
对 元 代 中 国 社 会 的 繁 荣 、 进 步 和
稳 定 非 常 赞 赏 ， 认 为 中 国 有 着

“世界上房舍最美好的地区，全境
无一寸荒地”，“沿河两岸皆是花
园、村落和田禾”。

中国故事
责编：杨俊峰 邮箱：rmrbzggs@126.com

2017年5月18日 星期四2017年5月18日 星期四

穿越千年的穿越千年的““呵护呵护””
———西藏布达拉宫文物维修保护记—西藏布达拉宫文物维修保护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陆培法陆培法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大道与天桥路的交
汇处，一尾奇鱼腾云而起，栩栩如生，成为

“南方油城”的城市新标志。这是一条罗非
鱼，它的“腾飞跨越”象征着茂名市罗非鱼产
业的蓬勃发展，也让人想起蜚声行业的“罗
非鱼大王”——李瑞伟。

初见李瑞伟是在今年 4月的一个傍晚：
一身防水工服沾满淤泥，左手提着满桶鱼
粮，右手颇有节律地掏出饲料，向塘面抡出
道道弧线。聊起工作，年近花甲的“大王”不
掩自信：“养鱼半辈子，我最骄傲的就是把心
里的蓝图一干到底，让‘农民’变成令人羡慕
的职业。”

在李瑞伟只有 5岁时，他的父亲已成为
中国第一批罗非鱼养殖人，每天带着他喂
鱼、抓鱼，让其伴鱼成长，终以渔为业。日复
一日，他在“面朝塘水背朝天”的工作中把自
己熬成了“黑人”，却也渐渐发现传统育种模
式遭遇“瓶颈”。于是，这位农民儿子收拾好

“门面”，自费走入江苏无锡市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课堂，“我觉得
根本上，需要从育种改良入手，采用高科技
手段更新换代。”有了知识武装，李瑞伟毅然
决定挑战选育鱼苗的难关，朝向“罗非梦”进
发。

筚路蓝缕，梦想只能开始于一间油毯纸
棚和一个小鱼塘。他请教专家、招揽人才，千
方百计引进国外优质亲本；他日以继夜地进
行杂交实验，辗转在塘中换位筛选，努力培育
出最适合国内生产的新鱼种；他翻阅资料，研
究文献，尚未迟暮便已戴上了老花眼镜……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三十年栉风沐
雨，简陋的小渔场已发展成国内最大的罗非
鱼种苗生产基地，还通过与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合作，建立起第一个
与工程院院士、罗非鱼首席科学家共同合作
的研究团队，致力于罗非鱼产业技术体系的
研究开发。而农民“渔工”李瑞伟也成功转型
为育种养殖专家，合作参与国家级、省部级
和市级科研项目40多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2009）及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30 多项。他的罗非鱼种苗和成鱼均获评“广
东省名牌产品”，带领罗非鱼养殖业积极融入农业现代化大潮，为
茂名市成为“中国罗非鱼之都”作出重要贡献。

2005年，圆梦“罗非”的李瑞伟被光荣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
接过奖状的时候，我意识到罗非鱼产业已达到推广养殖条件，应该让
更多农民分享它带来的经济效益。”于是多年来，他坚持采用“公司+
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亲自走村串县、开展培训，推广和普
及罗非鱼养殖技术，带动成千上万农民投入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致
富道路之中；他还不吝爱心，捐修道路、资助贫户，帮助农民解决实际
困难。逢年过节，他的渔场都会迎来大批村民，那些热闹而质朴的寒
暄里，透露着对幸福的期许及诚挚的感激。

身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李瑞伟已不再仅仅关注罗非
鱼，国家供给侧改革、农业现代化支持政策让他激动不已：“农业
传统业态正迭代升级，需要
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
他狠狠吸了一口空气中的
鱼腥：“农业是根啊，以后城
里人都会争着做农民！”言
罢，他再次提桶走向塘边，
投入重复了全天的工作。

史无前例的大修史无前例的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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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在美丽的拉萨河谷上矗立的布达拉宫越发显得光彩照人。
不久前的一个早上，有位对布达拉宫仰慕已久的欧洲贵宾要来参观。这是一位欧洲国家已退休的老国王，坐着

轮椅执意要上布达拉宫。在两位助手的帮助下，这位欧洲客人终于登上红山顶，饱览了布达拉宫的壮丽风光。
布达拉宫的丰富文物宝藏，马上震撼了这位老国王。最后他紧紧地握着陪同他参观的一位叫边巴扎西的藏族老

人，激动地说：“你们一定要像父母保护子女那样，保护好这些举世宝藏！”

““修旧如旧修旧如旧””
古殿新生古殿新生

精细到每一根丝线精细到每一根丝线精细到每一根丝线

数年前本报记者在布达拉宫遇见这
里的“老管家”强巴格桑，听他说：“布达
拉宫这么多的文物，一个 20 多平方米的
房间里，就可能有上千的文物。我们要把
布达拉宫保护好。”为此，记者刚到拉萨
首日就来布达拉宫。

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
唐文成公主到藏，欣喜之余，“为公主筑
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新唐
书·吐蕃上》）拉萨河谷的红山上，于是有
了一座高九层、有九百九十九间宫室的
建筑。此时的吐蕃，对外开放，引进中原
先进的文化和农耕技术，雪域高原民族
和睦、经济文化发达，兴盛一时。

现在人们所见到的布达拉宫，已是
300年前重建的规模。早期的布达拉宫建
筑群已毁于雷电、火灾和战乱。现仅存法
王洞和主殿帕巴拉康。直至1645年，五世
达赖下令重修布达拉宫，历时8年建成白
宫，尔后，第斯·桑结加措又主持扩建红宫
和五世达赖灵塔殿。当时，清康熙皇帝还
特意从内地派了百余名汉、满、蒙工匠进
藏，参与布达拉宫这一浩大的扩建工程。

布达拉宫内敛聚的西藏财富令人咋
舌，仅是五世达赖灵塔，外面包裹黄金近
12 万两，塔面镶嵌钻石、翡翠、猫眼石等

万余颗宝石；十三世达赖灵塔用了近2万
两黄金，上面镶嵌的宝石数不胜数。

布达拉宫堪称西藏文化艺术的博物
馆，走进这座庞大的建筑，千余年的西藏
唐嘎、壁画、佛像、法器、卡垫、华盖和帐
幔等，令人眼花缭乱；宫藏贝叶经、瓷器、
玉器、锦缎、金银器皿令人叹为观止。

本报记者沿着游览路线在这座巨
大迷宫中穿行，为雕梁画栋的建筑、金
碧辉煌的佛像佛塔、五光十色的唐卡
而目不暇接，惊叹不已时，谁也不会知
道，他们不经意间走过的几扇宫门内
别有洞天。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从 2014
年开始，在几间略显昏暗的房间里，布达
拉宫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不分寒暑，摩挲
着宫内的每一件珍宝，为它们验明“身
份”，摸清“家底”。

“对于文物的普查建档，我们要精细
到每一根丝线。”据布达拉宫文物管理处
副处长贡嘎扎西透露，到目前为止已经
登记在册的文物有10万多件，其中6万多
件是金属文物，还有4万多件就是各类佛
像、唐卡、金银器、瓷器、玉器、宗教法器
等文物。现在我们对布达拉宫殿堂里基
本的陈列文物已经登记造册完毕。

在五世达赖重修布达拉宫后，这座
宫堡从未间断过各种修整。距离较近的
一次大规模维护是在 1923 年，十三世达
赖修复了金顶、经幢等设施，还修复了九
世达赖灵塔的前回廊、圣观音殿一带，并
更换了所有腐朽的木质构件。

布达拉宫不是一天建成的，它的隐
患也是一年一年积累的。

1984年6月的一个夜晚，强巴殿突然
失火。经抢救大火被迅速扑灭，未造成太
大损失，失火原因在于照明电路短路。然
而这次火灾却为布达拉宫的保护敲响了
警钟。国家文物局迅速派出罗哲文等古
建筑专家前往调查。

1989年5月，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30
余名古建筑保护技术人员进藏，对布达拉
宫进行前期勘测，制定维修计划。时任国
家文物局副总工程师的姜怀英受命主持
布达拉宫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维修。

20 年过去了，姜怀英对当初的很多
细节依旧记忆犹新。“国务院最初的批复
已经超过了自治区政府申请的额度，在
当时3500万元是个很大的数字了。”姜怀
英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从事的多项石
窟古寺的维修中，最多也不过几百万元
的经费，上千万元的都非常少，可见对布
达拉宫的重视是史无前例的。

布达拉宫整体大修的第一期工程是
从 1989 年始，到 1994 年完工，历时近 5

年，总共对 111 个项目进行了修缮，国家
累计拨款 5500 万元。由于 350 多年前五
世达赖扩建布达拉宫时，用的全是不可
思议的矿物颜料：金色的用黄金，银色的
用白银，白色的用珍珠和白海螺，红色用
的是红珊瑚和朱砂，绿色的用绿松石
……中国人民银行为此专门特批了15公
斤黄金、40公斤白银。

在中国文物与古建保护的历史上，
这是史无前例的工程。在这一年的 12 月
17日，布达拉宫正式被联合国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

4 年之后，由于 1998 年的强降雨，布
达拉宫的墙体再次出现险情。国家文物局
对布达拉宫更加系统的勘测、调查与抢修
随即展开。国家批准了布达拉宫、罗布林
卡和萨迦寺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同意开工建设。
整个维修工程总投资3.33亿元，布达拉宫
1.79 亿元，罗布林卡 6740 万元，萨迦寺
8660万元。从2002年到2009年，又是7年。

“布达拉宫大修的难度要高于故宫
大修。”负责主持二期工程的国家文物局
高级工程师张之平说。主要原因在于布
达拉宫的整体建筑建于山上，环境更复
杂，隐患难以把握。此外，布达拉宫各殿
堂的修建分属不同年代，施工没有整体
规划，甚至出现层与层不相关、平面与平
面不对接的情况。

据传，布达拉宫东半部的宫墙是由
拉萨一带的前藏工匠砌筑，西半部的宫
墙则由日喀则一带的后藏匠人修成。工
匠们各自发挥所长，使得东部的墙体笔
直尖峭，从上部滑下一只整羊到下面就
会被划成两半；而西部的墙体则浑圆厚
实，讲求流线造型，就是从上面滚下一只
鸡蛋，到下面也不会打破。

藏式建筑中另一种传统技艺是“打
阿嘎”。阿嘎土是一种黏性强而色泽优美
的风化石，使用前一砸便碎。施工时以卵
石及夯实的土层等为底层，上铺 10 厘米
厚的粗阿嘎，淋水软化踩实捣固后再蘸
水夯打，边拍击边铺撒一层比一层碎细
的阿嘎，同时不断淋水，夯打至起浆使地
平成形。夯打时间越长，夯打越密实，地
面的防水性能就越好。继而用榆树皮等
熬制的桨汁涂抹，并用光滑的卵石磨光
找平，然后再用清油涂刷，尽可能渗入阿
嘎深层。

东大殿有两排大立柱，支撑着上面
的三层楼。年久失修，这些柱子有的扭
曲，有的腐朽。工匠们采用了“偷梁换柱”
和“打牮拨正”的传统办法，即搬来一根
根新方木，下面垫，上面顶，然后换下旧
柱子。上面的三层楼房建筑最终毫无损
伤。当然，旧木柱上的雕刻装饰要剥离下
来，按照原样贴回新柱上。

地垄，是布达拉宫独特的建筑基础，

起着承重作用。走进地垄，弯弯曲曲，打
着电筒，如走进迷宫般的地道。数百年
来，地垄里垃圾、杂物堆积如山。布达拉
宫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仔细清理并运出
500卡车垃圾，并经过晾晒、拣选，不使一
件文物丢失。

布达拉宫堪称壁画的世界，几乎
有墙就有壁画。天长日久，布达拉宫珍
贵的壁画已发生严重的病害：裂缝、空
鼓、脱落和污染。历史上布达拉宫曾多
次扩建和维修，由于受技术条件限制，
壁画是铲除以后重画。而这次新中国
规模最大的文物维修——布达拉宫维
修工程，全部保留并精心保护了原有
的壁画。维修办为工程配备了最好的
壁 画 艺 人 ，国 家 文 物 局 还 从 北 京 、四
川、河南等地抽调国内最好的壁画保
护专家进藏。

2001 年，受国家文物局之命及西藏
自治区的邀请，敦煌研究院承担了西藏
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壁画保护修
复项目的前期实验研究工作。

由于漏雨、墙体损坏等原因，西藏
壁画存在空鼓、起甲、错位等病害，对
此，敦煌研究院研制出一种新型的加
固材料，采用自主创新研发的灌浆技
术，先原位整形，再灌浆回贴，并辅助
以锚杆加固的新方法，取得了很好的
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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