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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
业技能大赛在泸州举行，来自广汉三
星堆博物馆的杨平在此次大赛中获
得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三等奖。

杨平曾参与过三星堆遗址3号
至8号祭祀坑中部分大型青铜器的
提取工作，包括顶尊跪坐人像、青铜
大面具等。谈及获奖感受，他淡定
地说：“这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但
这是我整个文物修复事业中的一个
小小里程碑，还是比较激动。”

修复要沉得住气

杨平与文物修复的结缘，始于
一场“阴差阳错”的选择。高考失利
后，他本以为会与热爱的历史擦肩
而过，却恰逢有学校首开文物修复
相关专业。

“很多人问过我，是否会感到枯
燥乏味，但说实话，我是真的喜欢这
个行业，所以才能一直坚持。”杨平
说，“我对这个事业乐此不疲，哪怕
休息，关注的重点也在文物、历史。”

对杨平而言，文物修复从不是
枯燥的重复。休假时，他总爱自驾
寻访乡间遗迹，在碑刻题记前驻
足。这种跨领域的探索，让他在修
复文物时不仅还原了器物形态，更
从文化脉络中读懂了文物承载的
历史信息。“大量收集资料，对文物
修复有一定帮助。”杨平说。

“文物修复师就像老中医，仪器
只是辅助，最终还是需要我们来选
择最为恰当的修复方式。”杨平说，
每件文物的病害不同，比如有的文
物变形严重，那它最大的难度就是
矫形；有的缺失比较严重，补配环节
就是耗时耗力耗工最多的。“总的来
说，要坚持实事求是，根据文物的病
害进行最小程度的干预，以此来设
计修复方案。”

这种严谨和考究的工作态度，
不仅仅体现在杨平一人身上。“我觉
得，文物修复师都有一种历史使命
感和责任感。我的师父郭汉中老师
就一直告诫我，对待这份事业要有
敬畏之心，沉得住气。”

跟着师父提取大面具

三星堆青铜大面具的提取，是
杨平记忆里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一
次下坑时有点紧张，但感到很神奇，
有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当时，他
和师父郭汉中负责操作提取。“老师
们提前很久就带着我们推演方案，
以求保质保量完成。”

“师父教会我的不只是技术，更是
思维。”杨平说，他在师父身上学到了
很多。修复一件文物，最重要的是思
维，应该准备多个方案，如果一个走不
通，就换另一个，这样才能做得更好。
并且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再寻
求用最简单的方法、花最少的成本来
完成文物的提取、加固与修复。

如今，文物修复行业正迎来前
所未有的活力。杨平介绍，“单位现
在来了很多年轻人，许多高校也纷
纷开设文物保护相关专业。这种变
化的背后，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当年轻人愿意为碎陶片弯腰、
为古铜锈驻足，文明的火种便有了
新的传递者。“如果给年轻人提建
议，就四个字：沉得住气。”杨平说。

十几年来，杨平和其他文物修
复师一起，用双手缝合时光的裂
隙。在他们眼中，文物不是冰冷的
古物，而是活着的历史——而修复
的意义，便是让这些历史记得来时
路，也走向更远的未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雷蕴含

盛夏的泸州，7月上旬
的气温已直逼37℃，空气
中弥漫着闷热的气息。这
样的天气、这样的地点，让
曹元元联想起数年前，也
是在泸州市合江县的一座
小青瓦房里，她和师父面
对碎成数千块的陶棺碎
片，那些汗流浃背的日子
仿佛像是昨天。如今，坐
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
职业技能大赛赛场，她面
对的是一件南宋时期景
德镇窑的青白釉瓷碗，在
她身旁，则是来自全国各
地的陶瓷文物修复“顶尖
人才”。

最终，来自四川博物
院的曹元元夺得陶瓷文物
修复师项目三等奖。

“刚入行时，更多的是
在学技艺，在与文物朝夕
相伴的日子里，这些‘生病’
的珍宝就像老友和亲人一
般，牵动着我的心弦。”在
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时，曹元元谈
到了在文物修复行业度过
的11年岁月。“当它们不舒
服了，我就很想帮它们恢
复到健康状态。”

“陶瓷修复需细水长流”

2013年，大学毕业于
瓷器修复专业的曹元元，进

入四川博物院从事瓷器修
复工作。她说，之所以选择
这一行，是受父亲的影响，
因为父亲喜欢收藏古玩，自
己从小便耳濡目染。

曹元元修复的第一件
陶瓷器，是一件清光绪青
花雉鸡牡丹纹瓶，那是她
的毕业作品，更为特别的
是，这也是外婆的嫁妆。
这件作品，是曹元元大学
生涯的尾章，更是她成为
文物修复师的序曲。

在四川博物院工作的
11年时光中，曹元元参与
修复完成的文物超过400
件。当她双手抚摸过这些

“生病”的文物，与它们日
夜相伴时，特殊的情感也
在她心里滋生。

“大学刚毕业时，我很
在乎修复效果，但现在来
看，过程同样重要。”曹元
元说，每一个修复步骤对
文物都至关重要，倘若出
了差错，对文物产生的影
响难以逆转。“在这个过程
中，体现的是修复师对文
物的敬畏心。真正尊重文
物的人，每一个动作都会
思考良久，才敢下手。”

修复路上良师相伴

长达两日的激烈角逐，
当选手们在场内屏气凝神，

全身心投入到文物修复中
时，在场外，还有一批焦灼
的人在守候，因为场内正在
比拼的选手，是他们的徒
弟。其中就有曹元元的师
父——四川博物院资深文
物修复师卫国。

此前，曹元元曾提起
过，大学就读瓷器修复专
业的她，在一次全国文物
修复研讨会议上结识了恩
师卫国，便从上海来到四
川博物院实习，之后顺利
转正。她还是卫国的第一
个徒弟。

良师相伴下，曹元元
从师父身上学到的不仅是
修复技艺，更有对待文物、
对待修复的态度。曹元元
说，师父虽然不太爱说话，
却身体力行告诉了她不少
道理，让她感悟良多。“他
教我的是一种态度，就是
在他们那个年代认真做一
件事，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想，这也是传承重要的
原因。”

11年弹指一挥间，不
知不觉曹元元也成为文物
修复的中坚力量。“我肯定
不会改行或换地方，因为
我就选择在这里了，会一
直待到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雨心

匠谚有言，“椽稳瓦则
安，梁正脊不偏”，木作与
泥瓦作好比古建筑的“骨”
与“肉”。两项联系密切的
工种，对工匠也有着同样
的要求：既要有运砖锯木
的“扛鼎力”，还要有塑灰
雕花的“运针巧”。

近日，2025年全国文
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泸
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293名选手在此展开激烈角
逐。54岁、来自四川省川英
文化古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的李建忠匠心独运，用
灰扑扑的原材料搭建了一
段空斗墙混砖拔檐蓑衣顶，
并灰塑脊饰，最终斩获泥瓦
作文物修复师项目三等奖。

赛前突然眼睛充血

这个以“保护文化遗
产 弘扬工匠精神”为主题
的大赛，其实是一场对选
手理论知识、实操水平、临
场应变等综合素质的全面
考验。6个比赛项目均设
置了占比20%的理论考核
和占比80%的实际操作两
个环节，并针对性地考察
本项目必备的核心技能。

为兼顾南北古建筑风
格的不同，泥瓦作赛项设置
了砌筑空斗墙（铺设合瓦墙

帽并制作灰塑脊）、硬山墀
头墙（加工博缝头，铺设披
水梢垄与合瓦屋面）两道考
题，选手可任选其一。

对于从业近20年的李
建忠而言，比赛项目其实
就是他日常工作中经常做
的事情。原本以为一切都
会如预想中一般，但实操
比赛的前一天，意外还是
发生了。

“当时我的眼睛突然
充血了。”彼时，身边人都在
劝说李建忠放弃比赛，保
重身体为主，“但我这个人
就是越困难越想攻克。”李
建忠坦言，由于身体的突
发情况，他当时只得一边
测血压，一边坚持比赛。但
也正因如此，牺牲了最后
清理操作台的时间。“虽然
有点可惜，但好在坚持下
来了，虽然没有达到预期
名次，但是抱着‘得之我
幸，失之我命’的心态，所
以并不感到遗憾。”

最小的徒弟是“00后”

2006年，35岁的李建
忠从土建转行至古建筑，
两者虽有共通性，但系统
知识终究有一定差异。因
此他在刚入行时熟读大量
相关书籍，并将这个习惯

保持至今。
“转行到古建筑后，我

做的事更有意义了。”在李
建忠看来，古建筑带来的美
的享受，是此前从未有过的
体验，即使工作环境在旁人
看来并不那么舒适。

聊天中，李建忠透露，
目前他已收了 8个徒弟。

“最大的是 1986年的，最
小的是 2002年的。”李建
忠称，这些徒弟大多是亲
戚或朋友的孩子，给他们
授业解惑，每天对他们言
传身教。目前他对每个徒
弟的首要要求便是必须在
闲暇之余，学会临摹古建
筑经典图例，通过绘画把
每一个细节铭记于心，再
结合自己的思维融入一些
新元素，赋予所做的东西
更完整的寓意和灵气。

看着一批批新生力量涌
现，李建忠感到无比欣慰。

文物技能行业最高规
格的比赛落下了帷幕，文
物修复师对技艺的追求却
不会因此止步。正如李建
忠在采访中提到，他期待
看到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这
个传统文化塑造之美的队
伍当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王一理李建忠 受访者供图

曹元元 组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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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物修复师曹元元

良师相伴，让“生病”的文物恢复健康

泥瓦作文物修复师李建忠

收了8个徒弟，最小的是“00后”

杨平 组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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