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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阅读

我在故宫修文物

在出国之前，我一
直在龙岩这个城市。
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城
市，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这里的生活设施、环
境各方面都还算不错。
曾经我认为，这里就是
全世界，即使在这儿孤
独终老也未尝不可。
——《如果世事总能

得偿所愿》

我擅长和人打交道，
但我不喜欢社交。如果
没什么必要，我更喜欢一
个人安静地待着。

我酒 量 不 错 ，但 我
不喜欢喝酒。当然，高
兴了和朋友喝几杯的那
种不算。我觉得喝酒就
是喝酒，千万别和任何
其他事情扯上关系。

曾经的我们，所犯的
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我们
觉得这个世界的成功是
有模板的。为了成功，我
们必须把自己变成模板
里的那种人。

现在我明白了，成功
从来不存在模板。这个世
界是多元化的，你成功了
不是因为你套用了什么模
板，你就是你。

——《我们终将与自
己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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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书的策划缘起于同名纪录片。
该纪录片创下了年度奇迹，关注度超过《舌尖上的中国》，
引爆90后、00后聚集的弹幕视频网站，在豆瓣获得9.4分
的超高评价。这样一部充满情怀的纪录片，促成了本书
的面世。

《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和图书主题一致，维度不
同。纪录片侧重于文物修复的日常工作，图书则侧重于

“修文物的人”。作者将眼光投射于12位故宫修复师几
十年的文物人生，古老的师承关系和情感，宫墙内外的诱
惑与挣扎，日复一日的庸常与伟大，尽在其中。

宫墙外的世界斗转星移，宫墙内的他们却用几年的
时间摩挲同一件文物。一座宫廷钟表上千个零件要严丝
合缝，一件碎成100多片的青铜器要拼接完整，一幅古画
揭一两个月，一幅画临摹耗时几年到几十年……他们用
自己的一辈子来诠释“因为热爱所以坚持”的牢固信仰。

推荐理由

★故宫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用3年磨一把刀，用18
年修复一幅画。他们坚守着信仰，在日复一日地修复中，
成全了文物，延续了历史，也成全了他们自己。“择一事，
终一生”，令无数年轻人深受触动。

★朴素的文字，诗意的摄影。
★近百幅精美文物图、人物图、修复图及绝版老照

片，采用全彩印刷，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王津（节选）

修文物是跟古人对话，他们那么说，我没有太大的感
觉，但的确感觉跟历代修复过它的工匠有交流。你打开
一个钟，能感觉到有的修得很敷衍，有的做得非常细。这
人手艺，活糙活细，有感觉。可能很多钟上一次修还是清
代的时候。

●王有亮（节选）

我们这行，对一个人手艺的最高赞誉是恢复原貌，就
等于你所做的让人看不出来。一件青铜器碎成一百多
片，不用说别的，光焊接上面全是道子，跟蜘蛛网似的，所
用焊锡多了得去，少了得补，然后颜色跟两边随，得让它
看不出断碴儿来，我们必须这么做。

●恽小刚（节选）

我觉得手艺是现代机器代替不了的。不说青铜器，
咱就拿玉器来说，现在有机雕，你看机雕雕出来的，和人
雕出来的不一样，人雕出来的就有人的思想。咱常说看
着朱晓松刻竹器，就看他的雕工，能领悟到他的思想，这
也需要你有一定的文化。我觉得手艺就是这种东西，你
看了绝对特服气。

●单嘉玖（节选）

徒弟跟师父学，师父言传身教。老师傅们从来没有
说八点钟上班八点钟到，基本上七点半、七点四十就来
了。来了之后不像现在先看手机、喝点水、吃早点，人家
是来了以后就系围裙。他们那群人工作上真是认真，所
以那时当徒弟比现在苦，师父七点半就站在那儿了，没有
说师父干活，徒弟在旁边坐着的。那时候的人可能学技
术也比现在的人积极，大环境是这样的。

●徐建华（节选）

我师父杨文斌以前号称“装裱界的梅兰芳”，扮相好，
长相也漂亮，个儿也比以前的人稍微猛点儿，穿的衣服也
干净。上班时穿得特干净，白衬衣、米黄西裤，裤线可以
削萝卜，领子特别干净，黑鞋、白袜子，很讲究。他干活不
像我还系围裙，他站得很好，全身上下干干净净。他来到
这儿主要是修画芯，别的工序他就让别人做。他就是脾
气大点儿，没有别的。

●郭文林（节选）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这绢只能保存八百年，超过了
它就脆了，就往下掉，你摹一张新画，等于延续八百年。

中国绘画史上有过几次，官办大批量地临摹，做得
最好的就是宋代。宋徽宗本身就是一个大画家，对书画
特别重视。他专门设有画院，那时候叫官样，就是专门
画画的。很多珍品就一件，又没有印刷品，又没有照片，
怎么让大伙儿都知道呢？就临摹，送给大臣，这是官
摹。好像明代也有，清代也有，当然最昌盛的是宋代。
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名画都是宋代摹本，比如《清明上
河图》《韩熙载夜宴图》。唐代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
人游春图》，现在看到的都是宋徽宗摹的。咱们故宫也
等于官办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专门临摹书画，但是咱们
跟造假画不一样，他造假画呢，画出来跟原作比较像，是
骗人的。我们这个等于复制品，就是咱们要表明自己是
复制品。复制品，有个名字叫“下真迹一等”，比真迹差
一点儿。故宫文物有两个系列，故宫原存的，叫故字号；
新收进来的，叫新字号；还有专门一个复字号，就是我们
的复制品。

●屈峰（节选）

我认为修旧如旧，旧就是经过了历史沧桑才叫旧，必
须经过时间磨炼才叫旧。要把它修成跟新的一样，那你
重做一件不就完了？修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在时间磨损
中有损伤了，我要让它不再损伤，延长它的寿命，并不是
说我就要把它弄成一个新的。比如说一个人，他老了，我
们只是让他身体整个健康地多活几年，不能说把这个人
一下子变成二十岁，那没有意义。就是因为他走完了这
一段人生，他的历程里边有很多事情。文物的生命和人
是一样的，你要把它修到婴儿时期，意义有多大？那我们
把故宫拆了，按过去的工艺重盖一遍，何必修它呢。就像
文物表面的漆，正因为那个漆经过沧桑历史它才变得斑
驳，它有断有裂纹，我们才觉得好，它是另一种美，它是历
史沧桑的美，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