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刚刚在2025年全国文物
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以下简称全国
大赛）中勇夺考古探掘工项目二等
奖的滕杰臣，回到了位于绵阳市梓
潼县的西坝遗址，继续在这个西汉
时期广汉郡郡治所在地开展工作。

目前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的滕杰臣，已进行田野考古13
年。回想自己参与发掘过的地点，
他想了又想，也无法选出一个印象

“最”深刻的遗址，因为“每一个工地
都很特殊，每一铲都付出了平等的
努力”。

探掘带来新鲜感
惊喜之外也有失望

2011年在宜宾实习，让滕杰臣
对考古探掘工作有了初步认识：每
天都有解谜一样的新鲜感、不需要
与人有太多交流、能在考古工地做
喜欢的事情。这些综合感受，让性
格内向的他留在了考古一线。

直到正式工作后，滕杰臣才意
识到，考古并非只是跟土地打交
道。因为考古工地位置的随机性，
与当地群众、村镇干部沟通，甚至与
施工方据理力争，都是他的工作内
容之一。

和很多考古人一样，滕杰臣喜
欢发掘工作带来的新鲜感。发掘前
的不可预知，发掘中的变化与调整，
都能牵动这个年轻人的心绪。然
而，这种新鲜感带来的并不一定都
是惊喜，也有失望。

比如2024年，考古队试图在西
坝遗址找到汉代城址中的壕沟和城
墙遗迹。然而通过大半年的钻探，
仅发现一小段城墙。此后又经过多
次勘探、试掘，仍未达到预期成果。

“这种反复失望的滋味，近几年已翻
来覆去‘折磨’我好几次了。”但滕杰
臣说，“这也是正常情况，我只能尽
量去适应和调整。没经历过多次失
败，那一次成功也不可能让你心潮
澎湃。”

从省赛到国赛
“自己不输给任何人”

适应是滕杰臣在工作中的关键
词。不断磨炼手艺，提升心理素质，
让他在考古探掘这条路上走得稳
当，走得明白。

在参加本次全国大赛之前，滕
杰臣曾在2023年到三星堆遗址集
训过一段时间。“三星堆的土质很
硬，钻探、发掘、绘图、记录，每一项
流程都很难。”他回忆说，刚开始集
训时，也曾对自己失望和灰心。“听
说很多参赛选手都很厉害。”

是日复一日的训练，给了滕杰
臣底气。从参加“省赛”到“国赛”，
回头看看，他笑着说，自己不输给任
何人。

滕杰臣所从事的考古探掘工作，
尤其是钻探工作，是整个考古发掘、
研究工作的基础。古遗址的面积有
多大？古墓葬有多深？这些问题都
需要开展考古钻探工作来确定。

在滕杰臣看来，相比于坐在实验
室里，考古探掘工作的价值一点也不
低。“我们尽管做的是考古勘探、发
掘、整理等前端工作，但却是整个考
古学研究流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并且是整个科研体系的基础。”

对于滕杰臣来说，目前更重要
的是踏踏实实、尽职尽责地完成每
一个考古发掘项目、每一次考古工
作调查。“相比于经验丰富的老技
工，我依旧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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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探掘工杨帆

在泥土中触摸历史 考古人需多种技能

古籍修复师诺日卓玛

从敦煌搬到成都 让古籍重获新生

滕杰臣 受访者供图

近日，2025年全国文
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泸
州举行。作为 2023 年四
川省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
赛考古探掘工项目一等奖
获得者，来自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的杨帆凭借省
赛的优异成绩获得免试资
格，直接晋级国赛，并最终
斩获三等奖。

谈及获奖感受，杨帆坦
言：“更多的是后悔，感觉准
备不够充分。”这是他首次
参赛，对其他对手不甚了
解，总觉得自己还有提升空
间。而这份自我严格要求，
或许正是他能在考古领域
深耕13年的密码。

难忘江口的金印

谈及为何踏入考古行
业，杨帆的思绪回到了实习
时光，“当时我就觉得自己
适合这个工作。”他大学学
的是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
与考古有着天然的联系。
而真正让他坚定信念的，是
在考古现场实习的经历。

“在那里，我真切感受到历
史书上的文字与现场发掘
的实物产生强烈联系，那种
震撼难以言表。”此外，考古
工作能让他接触最自然的
山山水水，这种纯粹的环境

深深吸引着他。
考古现场的艰苦有目

共睹。杨帆坦言，虽然比
起地质勘探、钻井工作稍
显轻松，但与室内工作相
比，仍要面对风吹日晒。
但他却乐在其中：“能亲手
触摸那些带着历史温度的
文物，感受它们的存在，再
苦也值得。”

在 13 年的考古生涯
中，杨帆参与过不少项目，
但江口出水的金印，让他至
今难忘。当时，金印被分成
4块，先发现的部分刻着“世
子宝”三个字，唯独缺了关
键的一个字。隔了 30多
米，他们意外发现了一块金
黄色碎片，清洗后竟与之前
的部分完美契合，证明了金
印是“蜀世子宝”。“那一刻，
所有人都激动不已，那种补
足缺憾、拼对历史的感觉无
法用语言形容。”

守护历史的碎片

考古工作需要极强的
耐心和技能。杨帆说，蹲
在原地观察地层、辨别文
物是常事，有时一蹲就是
几个小时，站起来时头晕
眼花。“用手去触摸泥土、
沙石，感受它们的硬度和
状态，才能更精准地判断

地层堆积的情况。”除了能
“蹲”，能走、能翻山越岭、
身体好、不怕晒黑，都是考
古工作者的“必备技能”。

长期待在同一个地方
做重复的工作，难免会有
烦躁情绪。杨帆的调节方
式很简单：“告诉自己干完
活就休息两天。”可基建项
目往往没有“干完”的那
天，他便靠着这份对工作
的热爱，一点点坚持下来。

在杨帆眼中，考古工
作的意义非凡。他所在的
团队多参与配合基建的项
目，虽不能说震撼世人，却
在默默守护着历史的碎
片。“这些文物和煤炭、石
油一样，是不可再生的，一
旦被破坏就永远消失了。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基建
过程中，把这些历史印记
完整无差地记录下来。”

对于想从事考古的年
轻人，杨帆想说，“能坚持
下来的都是好样的，带着
最初的热爱和感情去做，
一定能做好。”在他看来，
现在的工作或许平凡，但
后人可能会在他们的基础
上，以全新的视角发现更
大的价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雷蕴含

7月的四川烈日炎炎，
但四川省图书馆研学室内
依旧凉爽。诺日卓玛的长
发被挽起来，露出银色耳
坠，黑色上衣搭配同色系长
裤，大片的白色印花在长裤
上绽放。她坐在研学室的
木桌旁，身后是古籍修复体
验区。与文物打了18年交
道的她，身上有文博从业者
独特的内敛气质。

作为四川省图书馆的
古籍修复师，诺日卓玛在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
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
复师项目中获得二等奖。
这是她从业9年来，参加过
的最高规格比赛。

15小时让“残卷重生”

诺日卓玛把这项修复
形容为“残卷的重生”。比
赛当天，她抽到的2号作品
是破损程度非常高的清代
水墨画。

“天啦，那么烂。”诺日
卓玛内心惊呼，但她没时间
感慨：随着卷轴的舒展，画
心缺损、脱落、糟朽等病害，
意味着她不得不花费更多时
间对本体进行整理和修复。

大赛分为两个部分，
总分占比20%的理论考试
已在前一天完成，7月4日
至5日，共计15小时的实

操考试，几乎决定所有选
手的命运。

回忆起考试过程，诺
日卓玛调侃说，“当时心态
都崩了。”

画心打胶矾水、上墙、
全色、画心下墙、四周裁
齐……比赛时间截止铃声
响起，这台针对文物的“手
术”完成了九成多。

诺日卓玛指着画作底
部位置说，“这里其实还应
该继续全色，但时间不够，
扣分或许有这个原因。”

这幅绘着山石和树木
的水墨画，经过诺日卓玛
的修补，乍看之下并无异
样，偶有缺色，仿佛是留白
的意境。这种破损程度的
古画，平时需要按月为单
位修补，但两天时间，诺日
卓玛也给予它新生。“二等
奖也很高兴，这是我们整
个团队的荣誉。”

两年修复700多叶古籍

诺日卓玛美术科班出
身。9年前，她来到四川省
图书馆，从零开始学习古籍
修复，在此之前，她就职于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诺日卓玛在敦煌的工
作是如实记录文物全貌。
高大恢弘的石窟、美轮美
奂的壁画，吸引着全世界

的目光，也牵动文博人的
心：如果有一天，壁画不在
了，该如何向后人展示这
项伟大的文物？于是，她
和同事们在樊锦诗先生的
带领下开始了这项浩大的
工程。

2016年，考虑到孩子
入学问题，也为了和在成
都工作的丈夫团聚，诺日
卓玛来到四川省图书馆，
成了一名古籍修复师。

古籍修复的准入门槛
看似不高，但大到采用何
种方式修复，小到百种纸
张，都需要深究。诺日卓
玛师从省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袁东珏，在基本功修
炼结束后，她的第一项任
务便是参与修复清道光年
间的《武攸林氏族谱》。

“每天就是重复、重
复，差点崩溃，真的不想再
修了。”做惯了勘测和绘画
的诺日卓玛，一度怀疑自
己的选择。“两年，共修复
700多叶，完成时成就感很
强。正是这种磨炼，才能
细致、耐心，静得下来做这
份工作。”诺日卓玛通过这
个项目，真正找到了“古籍
修复师”存在的意义，也真
正喜欢上这份职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刘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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