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行 20 年来，曾
帆始终对文物修复工
作 充 满 热 情 。 2020
年，他被评选为“成都
工匠”。据了解，这个
称号由成都市委、市
政府命名，用以表彰
执着专注、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追求卓越
的产业工人队伍优秀
代表。

这与曾帆多年来
的 勤 奋 和 专 注 分 不
开。实际上，他是一
个“半路出家”的手艺
人。上世纪 90 年代，
他所在的精密模具厂
关闭，听朋友说起文
保中心招聘，需要理
工科的助手，于是兴
冲冲报了名，并顺利
进入这个行当。

曾帆刚入行，就
遇上了成都商业街船
棺的发掘，他被安排

到 现 场 参 加 文 保 工
作。“开始啥也不懂，
就跟着老师学。根据
材料、细节去做，每一
个 任 务 都 努 力 完 成
好。”曾帆说，他有很
强的执行力和学习能
力，很快，在不同工地
的学习，让他对陶瓷、青
铜器、漆木器等器物的
修复有了初步的掌握。

曾帆觉得自己十
分幸运。来到文保队
伍工作后，成都市几
乎所有重大考古发掘
他都曾参与，包括老
官山汉墓竹简、织机
的发掘修复；金沙遗
址发掘的象牙保存与
保护，五彩斑斓的玉石
器的修复，大多出自
他手。后蜀赵廷隐墓
一组精美的陶俑，即
使碎成片了也能在他
手中重获新生。

在曾帆看来，每
一次的修复工作都是
新的。“我们的工作是
通过修补、粘贴，再做
好纹饰，达到展示效
果。不能去创作，只能
有依据地进行复原。”
曾帆说，文物修复是一
项 极 具 挑 战 性 的 工
作。在小小的工作台
上，他总是平和地面对
手中的每一件器物，试
图重新赋予它生命。

封面新闻
记者 戴竺芯杨博

“十一”假期，来自河北的年
轻游客林迪在参观河南博物院
结束时，选购了一款刚上新的文
创产品——“探秘黄河流域博物
馆”考古盲盒。

和林迪有同样选择的观众
不在少数。记者采访获悉，在

“十一”长假期间，河南博物院的
考古盲盒销售近千个，是最受欢
迎的文创产品之一。

将“迷你版”文物仿制品埋于
泥土中并藏于盒子，玩家用附带
的洛阳铲等“迷你工具”挖掘出泥
土中的文物，这就是考古盲盒。
因集互动性与代入感于一体，其
甫一上市即引发无数关注。

考古盲盒的魅力从销售数
据可见一斑。据河南博物院披
露，在过去的10个月里，考古盲
盒的销量约 36 万个，销售额超
3000 万元。该院的一批考古盲
盒甚至出口到加拿大。

不仅是河南博物院，考古盲
盒的“热风”已吹进国内多个文
博机构，各地考古盲盒也新意十
足。例如新疆博物馆的“时间盲
盒”，除了能从“塔克拉玛干的风
沙”中筛出“文物”，其沙子还可
以装填进沙漏，将时间“封存”；
三星堆考古盲盒里的土壤外观、
形态、颜色则与考古坑十分相
近，给人身临其境的体验；兵马
俑、唐三彩、古钱币等系列盲盒
则可供民众居家“考古”。

河南博物院文创办品牌总
监刘维介绍说，近几年，随着国内
文化类视听节目的频频“出圈”，
往日曲高和寡的考古渐渐走进公
众视野，而开盲盒则是眼下国内
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潮流玩法。

“‘考古+盲盒’，古老与新潮
的碰撞成功抓住了年轻人的眼
球，也让考古盲盒顺理成章地成
为网红文创产品。”马悦安是一
名职场“95后”，也是考古盲盒的
忠实粉丝，已经购买了多个系列
的十余款考古盲盒。

“前些日子全民在线围观三
星堆考古成果，其实就像开盲盒
一样。开盲盒与真实的考古有
些许相似，永远都无法预料到挖
出的下一个宝贝是什么。”马悦
安说，除了满足探秘欲望，开盲
盒耐心挖土的过程也很解压。

“适合压力大的上班族，这是考
古盲盒吸引我的地方。”

考古盲盒受到公众的追捧，
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创产品，河南
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认为，这是全
社会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
通过考古盲盒这种载体，中国传
统文化正在走入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心中。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波则赞同

“考古盲盒是讲述中国故事、传
递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这
一观点。她认为，考古盲盒受欢
迎，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为其加分。国人的文化自信，也
将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竞争力。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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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文物的人：
用巧手弥合古蜀文明碎片

金沙遗址博物馆背
后，有一座小楼，这里是成
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
护研究所，在这里，有一群
修复师守护着历史的本
色。相比博物馆内游人如
织的喧嚣，这里安静平和，
而埋藏在地下的文物残
件，就在这些修复师们的
手中“起死回生”。

去年，56岁的文物修
复师曾帆被评选命名为
“成都工匠”，他主要从事
无机质文保修复工作，通
俗来说，即对青铜器、陶瓷
器、玉石器等进行文保修
复。从业20年来，他参与
了成都老官山汉墓、商业
街船棺葬、金沙遗址、广
汉三星堆遗址等诸多重
大考古发现的文保工作，
“唤醒”众多历史遗珠，古
蜀文明的时光碎片在他
手中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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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三星堆祭祀区
遗址发掘工作中，成都文
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研
究所承担了四号坑的象牙
提取工作，曾帆也参与其
中。四号坑的糟朽象牙是
提取难度最高的一个坑，
由于曾被火烧过，坑中的
象牙几乎都已成了碎渣。

“一点强度都没有，如果拿
手去抓，就相当于抓泥巴
的感觉差不多。”曾帆曾参
与过金沙遗址象牙提取和
保护的工作，富有经验。
在进行观察后，他和同事
们决定先对糟朽象牙做物
理支撑，慢慢清理填土后，
再翻面提取。

“先要用材料做一个
壳子，把象牙盖起来，再从
底部开始清理，掏空了再用
提前做好的模具垫上，绑起
来，再翻面托住取出。”曾帆
说，本着对文物充分负责的
态度，这项工作要细心细心
再细心。他们先要在坑上
对象牙进行观察、编号，经
过下坑了解每根象牙的情
况后，才能进行提取。

相 比 金 沙 遗 址发掘
时，现在的材料更为先进。

“以前都是用石膏做支撑，
现在选择的材料是高分子
树脂绷带，十分轻便，强度
高，对现场无损。”按照这样
的方法，文保队员一周大约
能提取出5到6根象牙。他
们前后历时大约两个月，共
提取完整的近40根象牙。

让 曾 帆 感 到 骄 傲 的
是，在他们的队伍中，老、
中 、青 三 代 队 员 梯 队 健
全。从工作方案到实际执
行，大家各自发挥长处，配
合得井井有条。象牙提取
完毕后，需要密封好，放入
冷库中保存，等待进一步
的加固保护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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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博物馆
展厅内，有一组石虎，
堪称商周时期石刻圆
雕艺术精品。石虎作
卧伏状，直颈昂首，虎
口呈方形，前爪前伸，
后爪向前弯曲卧于地
面。威猛狞厉，自然拙
朴。大多数人都不知
道，这组石虎中，有一
只曾经缺了一条腿。
正是因为曾帆的工作，
石虎才得以完好地呈
现在展厅中。

由于石虎的石料
讲究，最初的修复让曾
帆有些犯难。“原本的
石料上有大量的灰白
色条状斑纹，修复时，
也需要模拟其原本的
色彩和状态，用石料的
自然纹路接近虎斑，这
有一定的难度。”曾帆
说，为了修补得更加自
然，他们想了许多办
法。最后，终于确定了
方案：寻找各种颜色的
石头，先用斧头打砸，
再将它打磨成精细的
石粉，调制出各种颜
色，最后使用到填充剂
中，根据虎的纹理，模
仿 出 石 虎 原 本 的 纹
理。石虎修复好后，将
其放入成组套件中，就
连专家也难以分辨出
哪只石虎是经过了修
复的。

曾帆记得，有一位
老专家曾对他说过，修
复不是“做脏”。“意思
就是，文物的修复要干
干净净，把该有的层
次、文物的原貌都呈现
出来。”多年来，曾帆一
直这样要求自己，在文
物修复工作中，他始终
对自己要求颇高。“总
觉得有遗憾，想要做到
极致，但是越做又越觉
得天外有天，永远达不
到最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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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上色。

曾帆的双手“唤醒”了众多文物。

曾帆正在进行陶
器拼对与粘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