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上向善 创建创新

8今日 版

精神文明报社出版

JING SHEN WEN MING BAO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战线 全媒中心 独家报纸

编辑 何纯佳 王丽 朱乔明电子信箱：jswmb-bjb@163.com jswmb2016@163.com

本报（精神文明网）网址
http://www.jswmw.com.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0055

邮发代号 61-19

精神文明网 报社官方微信

16岁，农村娃“邂逅”一场文物发掘

上午9:30，位于三星堆博物馆文物
保护修复展示中心的郭汉中文物修复创
新工作室内，三件牛头纹的配件静静地
躺在修复台的一个托盘上，几个身着白
大褂的年轻人围在郭汉中身旁，听他细
细讲解相关知识。这些配件由郭汉中亲
手雕刻，用于修复圆尊，目前刚经过化学
处理。

这间工作室面积约八十平方米，说
是工作室，其实更像一个车钳铣刨磨的
车间。在这里，十几张桌子拼成的工作
台，被大大小小各种仪器设备，以及各种
扳子、钳子、手术刀、锯条等占据。除了
一些基本的修复工具外，还有很多文物

修复工作人员们自制的工具。
“您是如何走上文物修复这条路

的？”面对记者的好奇，郭汉中打开了话
匣子。上世纪80年代，是三星堆两大祭
祀坑发掘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而
他的老家离三星堆遗址不远，那个时候
四川省考古所的几名考古队员就住在他
的家里。作为帮手，郭汉中每天都跟着考
古队去现场打下手。郭汉中聪敏、勤奋，
上手快，从发掘文物到清理文物，他从实
践中一步步汲取考古知识，后来成为了
文物修复专家杨晓邬的徒弟。

起初，郭汉中跟着杨晓邬学习陶器
修复，后来，三星堆青铜器和玉器陆续出
土后，他便被临时调到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协助开展文物修复工作。师徒二
人守着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小办公室，
完成了不少头像、面具、铜尊和罍的修复
工作。

多年来，郭汉中修复的文物超过
6000件，为三星堆乃至四川的文物修复
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三星堆博物馆展
厅内陈列的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像、青
铜大面具、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物
重器，经郭汉中和师父杨晓邬的精心修
复后，得以重新焕发光彩。

时光也在郭汉中的手上留下了痕
迹。“这个伤口是锯子划到的，这个地方
是打磨青铜器受的伤……”郭汉中伸出
双手，大大小小七八处疤痕赫然在目，每
一条疤痕都见证了他和文物一起走过的
岁月。“受伤很正常，都是这么过来的。”
他摆摆手，从不把受伤当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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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地名大会》为代表的文化类
综艺节目热播“出圈”，让曾经被认为曲
高和寡的多种传统文化活跃了起来，富
有时尚气息和鲜活力量的节目创意，引
发更多年轻观众乃至国外观众关注起
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 （A4版）

小众变大众艰深变通俗

幸福巴士是慈溪市在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上的一次创新实践，作为一个
品牌项目，它以巴士的形式打通了宣
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将宣传思想工作
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中。 （B2版）

车轮上讲党史
慈溪幸福巴士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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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
3 月 31 日上午，中央宣传
部、中央文明办在北京召开
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旨在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雷
锋志愿服务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公布 2020 年度全国
学 雷 锋 志 愿 服 务“ 四 个
100”先进典型，总结交流
各地区各部门工作经验，部
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推动
志愿服务工作深入开展。四
川设分会场，收听收看全国
会议。

在 此 次 会 议 公 布 的
2020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名
单中，四川有14个先进典型
光荣上榜。

四川省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傅思
泉在四川分会场参加会议，
为四川省入选全国最美志
愿者、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最美志
愿服务社区“四个 100”的
14名先进典型颁发了奖牌
和证书，并围绕贯彻落实推
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对进一步
做好新时代全省志愿服务
工作作出部署。

傅思泉指出，全省要提
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进一步增进对新
时代学雷锋志愿服务重大
意义的理解，切实找准目标
方位、明确职责任务，努力
在服务大局大事中发挥更
大作用；同时，要密切协作
配合，凝聚形成强大工作合
力。各地各部门要把学雷锋
志愿服务工作摆在更加重
要位置，紧紧围绕这次会议
部署的重点任务加强总体
谋划，统筹资源力量，搭建
工作平台，为开展志愿服务
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和物
质保障。此外，还要突出着
力重点，推动志愿服务走深
走实，以高度的自觉、有力
的举措，把雷锋精神传承弘
扬好，把学雷锋志愿服务组
织开展好，为推动治蜀兴川
再上新台阶、实现民族复兴
伟大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下午2∶00，鸟鸣声穿透了郭汉中文
物修复创新工作室外的那片树林，阳光
透过斑驳的树影投在窗边，郭汉中和徒
弟们又开始忙碌起来。

“你看，这边上的颜色偏深了点，越往
后越要慢慢调整。”郭汉中右手拿着一个
汉代的铜铃，指着边缘向徒弟邬汇讲到。

“这个颜色看着是绿色，其实里面还
掺有红色、黄色等好多颜色。给青铜器补
色这件事，有时候几天也调不出合适的颜
色，得一点点儿地试。”郭汉中转头向记者
介绍，青铜器着色有个规矩——“灯下不
做色”，在青铜修复这个行当里，做旧调色
这个步骤全凭感觉，要靠个人参悟。

与大多数中国传统手工匠人一样，除
了吃得了苦，优秀的文物修复师还必须得
有天分。王荔跟随郭汉中学习文物修复技
艺18年，深知其中的道理，在她看来，师父
便是一个有天赋、能吃苦、肯钻研的人。而
郭汉中把这些品质也都传给了徒弟。

“作为一名文物修复师，最重要的是
把文物按实复原，要求各方面的技术都
要会，基本功要扎实。”对文物修复过程
中使用到的整形、拼接、焊接、着色等各
种方法，郭汉中不断精益求精，并创新探
索出塑形雕刻、黄泥石膏翻模等操作法
和“铜补铜”等先进工艺。

随着工作成绩日渐突出，郭汉中接
触的文物修复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多，并
得到了诸多业界大家的点拨。“我运气
好，接触到了很多大师级专家，只要一有
机会，我就会向他们请教。”从初中毕业
的农村娃一路成长起来的郭汉中，最懂
文物修复技艺的传承有多难。由于文物
修复所涉及的知识涵盖和跨越多门学
科，且需要很强的专业技术，而从大专院
校毕业的学生大多理论多于实践，导致
该行业的人才培养不得不沿袭师承制，
靠老师傅手把手地教徒弟，“这不仅要求
老师经验丰富，学生也得有天赋，并能静
得下心来做事情”。在修复文物的忙碌工
作之外，郭汉中对传承文物修复技艺也

不遗余力，这些年，他为四川多个地区的
博物馆和文管所培养了一批文物修复技
术人员。

郭汉中说，文物修复这一行的人才
比较稀缺，面临可能会出现的人才断层，
他内心十分着急，也希望通过三星堆再
次考古发掘的热度，让更多人能了解这
个行业，关注这个行业。

下午 2∶40，郭汉中的手机铃声响
起。“我们马上要‘下坑’了。”接了电话
后，郭汉中对记者说，这次“下坑”，主要
是配合3号祭祀坑发掘青铜器。“接下
来，我们将把主要精力投入三星堆新出
土的一批文物中。”说完，郭汉中又马不
停蹄地投入紧张的工作中，意气风发的
他，恰如在16岁时“邂逅”一场文物发掘
的那个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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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三星堆修文物”
——走近修复文物的时光匠人郭汉中

本报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罗园

上个世纪80年代初，16岁的郭汉中作为考古队帮手，趴在三星堆1、2号祭祀坑

边看文物发掘，当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此生会和出土文物发生紧密的联系；

更不会想到，日后自己能成为一位文物修复大师。

3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2021年3月下旬，四川三星堆遗址考古再次拉开帷幕，此

次考古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引发世界关注。在中央电视台直播的画面中，作为专家

之一的郭汉中站在3号祭祀坑边，配合提取了完整的青铜大口尊，再次见证历史。

郭汉中，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中心副主任，从事文物修复30余年。3月25日，记者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展示中心，见证这位“四川工匠”的一天，带您一起

品读他与三星堆文物的“前世今生”。

中午的三星堆博物馆展厅内依旧游
人如织，郭汉中带着记者穿过人群，来到1
号青铜神树旁，十几个游客正隔着玻璃对
眼前这棵3.96米高的青铜神树发出惊叹
声。这棵全世界目前最大的单件青铜文
物，正是郭汉中从业30多年来最为棘手
和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修复作品。

“由于出土时被土层夯实，青铜神
树的变形程度尤为严重。树的主干断成
多截，其余的鸟儿、果实等残片更是多
得难以计数。除了变形严重的底座，这
件青铜器看不出任何树的形态，甚至找
不出一根完整的枝丫……”说起 30多
年前青铜神树被修复前的模样，郭汉中
记忆犹新。

“文物修复，不是创造性工作，靠的
是真实依据，必须尊重历史。所有断裂处
茬口必须吻合无争议，这就是‘修旧如

旧’法则。”当年接到任务后，郭汉中和师
父用了“笨办法”，将需修复的素材分好
类，先找出结构最简单的残片，然后根据
残片和残片之间断裂的缝隙结构，像拼
拼图一样把它们拼起来，慢慢地，才理清
其中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我们将所
有被判断为有关的残片集中到一起，通
过拼接、预合、专家论证后，再进行修
复。”春去秋来，爬上又蹲下，时间就这样
过去了七年，师徒二人历尽艰辛，终于完
成了一号青铜神树的修复工作。

“外人看来的一堆破烂，经过文物修
复师一点一滴地精心拼接、黏合，最大限
度地接近文物原貌。”在郭汉中看来，这便
是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最大乐趣。

闲时，郭汉中和师父杨晓邬都喜欢
钓鱼，郭汉中说：“文物修复和钓鱼一
样，要静得下，坐得住，耐得住寂寞。”

耗时7年，青铜神树在他手中“重获新生”

30余年，将热爱藏在每一件文物里

郭汉中在清理大口尊上的部分浮土郭汉中在清理大口尊上的部分浮土（（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郭汉中为徒弟授课郭汉中为徒弟授课

郭郭汉中站在自己参与修复的青铜汉中站在自己参与修复的青铜
大立人大立人像像前前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3月31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在北京召开推进
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雷锋
志愿服务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广泛开展志愿服
务关爱行动，健全志愿服务体系，为团结
凝聚亿万群众追求美好生活、实现奋斗目

标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

志愿服务开创了崭新局面，全民踊跃参
与、众志同心的凝聚力不断增强，增进民
生福祉、服务大局的能力更加坚实，担当
急难重任、发挥特殊作用的战斗力更加强
劲，涵育主流价值、培育文明新风的引领
力不断提升。

会议强调，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要
牢牢把握新时代新使命，深入开展庆祝
建党 100 周年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在为
民服务中彰显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显著优势。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在服务百姓生活、解决
实际问题中凝聚群众、引领群众。要根
据疫情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志愿

服务，做到平战结合、科学应变。要在完
善体制机制、夯实基层基础、提升服务
效能上下功夫，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高
质量发展。

会上公布了2020年度学雷锋志愿服
务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和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四个
100”先进典型名单。

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

着力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推动新时代学雷锋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

郭汉中在自然光下为汉代铜铃着色郭汉中在自然光下为汉代铜铃着色

衡阳凝心聚力大力培育“大雁文
化”，弘扬“好人文化”，推进“好人精
神”落地生根，激发全市人民同心协
力开拓创新，讲好党史故事，讲好衡
阳故事，在推进实施“三高四新”“一
体两翼”建设的新征程中绘就乡村振
兴的壮美画卷，为衡阳经济社会发展
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彰显新担
当，谱写新篇章。 （B3版）

湖南衡阳:“大雁精神”
筑起“好人之城”道德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