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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北魏时期开始，具有中亚
和印度宗教文化特点的守护神的形象
出现在北方鲜卑、汉族贵族墓葬和入
华粟特人、罽宾人墓葬之中。墓葬中
的镇墓武士俑已然呈现为当时佛教艺
术中流行的护法神形象。对镇墓武士
俑的研究,可以作为考察当时社会生活
习俗、研究各代服饰尤其是甲胄制度
的重要资料。我国古人有迷信灵魂不
死的独特生死观念,认为人死后他的灵
魂在冥间还会过着与现实相同的生活,
这一观念导致中国历代埋葬死者均奉
行“像其生以送其死”的风俗习惯,为死
者专门承制器物作为随葬品安置于墓
内。镇墓俑是中国古代墓葬中的随葬
明器，一般置于墓室入口两侧，为墓主
人把守墓室、威吓入侵者。对于研究
北魏平城时期的舆服、军事、礼仪、生
活及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是当时社会
生活的缩影，折射出北魏平城时的埋
葬制度的一个侧面。2014 年 5 月，大同
云波里华宇工地出土的两件镇墓武士
俑残高分别为 99 厘米和 85.5 厘米，头
部和身体为泥质灰陶，胳膊、腿、底座
为泥质红陶，头、上身、下肢和底座、胳
膊和手分别制成，再将 5 个部件插装组
合而成。在目前所见的北魏平城墓葬
中尺寸应该是最大的，而且细部刻画
形象生动、全身施以彩绘，精美程度在
平城地区以至北朝墓葬中位居前列。

一、基本状况

受墓葬前期扰动，墓葬集有淤泥，
致 使 武 士 俑 出 土 时 表 面 泥 土 覆 盖 严
重，出土后随着水分的流失，表面泥土
出现硬化和彩绘脱落。其中一件倾倒
于墓室入口，导致全身碎裂严重，尤其
脚部的结构断裂，给文物的安全带来
很大的隐患。整体器型较完整，只在
两俑的手指部位和底座有少许残缺。
出土后对其进行过简单的修复，随着
时间的推移，一部分胶液出现老化失
效现象。腿部、手臂等为泥质红陶，烧
结温度不高，强度也较差，有遇水即化
现象。受断裂后结构应力的释放，粘
接、拼装后的器物出现一定幅度的前
倾，加重了脚部断裂的不平衡受力，随
时会出现坍塌现象。

为了保护好这批遗产，课题研究
组经过一年时间，在对其充分认识、精
准施策、严格执行的前提下，完成这两
件珍贵文物的保护修复。

二、修复步骤
1.清理：受墓葬淤泥的影响，出土

后器物表面覆盖有泥土，部分已出现
硬化。后期为了展示器物的器型，对
其做了紧急的粘接和补配，但也造成
了对表面的污染，多处有石膏残留物
覆盖彩绘表面。故清理主要为泥土和
石膏。考虑到彩绘层的特殊性，决定
对其进行软机械清理，摒弃化学清理
和硬机械清理。具体操作:采用棉签蘸
水滚动擦拭表面浮土和软土，适当时
配合竹签剔除；对硬质泥土采用配合

水对其软化，再剔除的方法；对表面白
色石膏直接采用剔除法。清理的效果
以清楚展示原有彩绘，且不伤及彩绘
为宜，但对于清理中可能危及彩绘脱
落 的 部 位 ，可 保 留 一 层 薄 的 覆 盖 物 。
最后对清理后的彩绘使用水溶液进行
封护，封护的效果以干棉签擦拭彩绘
层不出现掉色为宜。再清理有彩绘脱
落的情况，应对脱落的彩绘进行回贴，
对疏松的彩绘部位进行加固。

2.彩绘封护：使用封护材料对清理
后的彩绘进行封护，在其表面形成一
层保护膜，防止彩绘褪色和脱落，同时
阻 止 空 气 中 的 有 害 成 分 对 彩 绘 的 影
响。本件器物彩绘颜色主要为橙红、
红、黑、白。为使彩绘真实展现出来，
需 封 护 剂 满 足 应 有 效 果 的 同 时 不 变
色、不反光等影响器物真实性因素。

3.断裂加固:经过前期的测试，陶
胎的机械轻度很差，遇水膨胀裂解严
重。也就是具体操作中不能使其与水
接触，虽之前对其进行过粘接，考虑到
胶结材料有出现一定的老化，故对其
断裂处进行灌浆加固，主要采用封闭
注射法，确定好注浆位置，使用软质材
料对裂隙封堵，在本条裂隙的最上段
和最下段留注浆孔或出气孔。

4.填缝：使用适用材料对裂隙部位
进行再处理，使处理部位与文物器型
相近，达到展示文物整体性。综合器
物整体性能、胶结能力、结构特征、材
料匹配性多方因素，最终确定对贯通

性裂隙使用速成材料填补、对不贯通
裂隙使用石膏加胶的方法。填缝效果
与器物整体协调相称，且不污染文物
表面。填补材料的可再处理性高，受
环境影响变化小。

5.补配与修型：使用特定材料补全
文物有依据的缺失，并对补配位置依
依据完成修型，达到展示文物的完整
性和价值的体现。缺失部位的补配必
须建立在有依据的基础上，切不可根
据主观臆想去补配。本件器物缺失部
分较少，补配部分可根据两件器物相互
依据。补配材料使用石膏加胶液，开始
前应根据文物特点做适应性试验，确保
补配材料硬化后的膨胀程度、孔隙率、
硬度与器物对应特征匹配。在固定好
补配辅助措施后，进行补配材料的填
充，过程中避免材料污染文物表面，如
遇此情况待其干燥后再对其处理。在
补配材料硬化过程中对其做大体的修
型，根据补配位置的特点选择适合的工
具。补配材料完全固化后拆除辅助措
施，再对其进行相适应修型，保证补配
位置与器物整体协调相称。

6.做 旧 ：根 据 颜料的检测数据结
果，使用相同颜料混合度配以胶液对填
缝部位和补配部位进行针对性的全色，
使文物在适当的视觉下，整体美观协调
统一。因胶液浓度对色度的影响，根据
干燥后的色度调配相适应浓度的胶液，
实际中因有机胶液对色度，可根据不同
浓度下调配出的做旧材料待干燥后确

定。做旧的材料保证后期文物在保存
过程中不易脱落、变色，必须在文物补
配处、填缝处做旧，避免做旧材料污染
文物本体。为保证做旧效果的相似，通
常使用弹拨法、点戳法、涂刷法等方法。

7.粘接：选用可行、安全、适宜的方
法和材料，将原本文物断裂的部位粘
接 起 来 ，以 更 好 体 现 文 物 的 整 体 性 。
此批文物粘接部位为腿部和脚部的结
合处，此位置为整件器物的结构应力
支撑点，且器物整体器型有向前倾的
现象，加之陶胎本身材质和环境因素
的影响，此部位出现断裂情况，故本次
粘接主要工作为对该部位胎体的渗透
加固、断裂处连接杆的固定、上部中空
部分的实充。

8.拼装：采用特定材料和手段使分
段、分部位烧造的各部分拼装成一个
整体。这组文物有三处需拼装，分别
为头部、手臂、上下身体部位。上下身
拼装：使用速成材料做成纵向钉状凸

起，在其凝固前伸入到下身中空部位，
为提高凸起物的粘接程度，对其与上
身部位使用环氧粘接；手臂拼装：事前
确定好手臂位置，采用速成材料加垫
手臂，使手臂固定，再对插入部分进行
固 定 ；头 部 拼 装 ：由 于 头 部 安 全 性 较
高，仅对其做衬垫措施。因整体器物
有前倾现象，在拼装中应在力学合理
范围内对其进行调整，以减小侧应力
的拉伸影响文物安全。

三、结语
通过对两件彩绘武士俑进行的一

系列修复程序，使得该批文物能够再
现往日完整的面貌，达到了更好的陈
展效果，有利于文物的长期保存。展
览中游客驻足参观时，能够更加清晰
直观地感受到该件陶灶所蕴含的艺术
美感，赞叹于古人的彩陶烧造技术和
工艺，同时也保留了该批彩陶中所含
有的科技信息，为后人对彩陶的研究
提供了更加完整的实物资料。

北魏彩绘镇墓武士俑的保护修复
大同市博物馆 宋志辉

为深入挖掘大同民族融合文化
特质，感受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壮
丽史篇，4 月中旬，市统战事务中心
主任谷敏与相关文化学者，以“铸
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主
旨，赴河南深入考察调研。

谷敏说，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
元化的发展过程，且长久以来存在
两 大 主 线 ， 一 个 是 南 北 的 民 族 融
合 ， 另 一 个 是 东 西 向 的 文 化 交 流 ，
两条主线在交汇中成为维系中华民
族发展壮大的纽带。大同地区处在
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农牧分
界线上，自古就是多民族融合地带，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形成
过程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具有重
要历史地位，民族融合贯穿大同历史
发展全过程，相关历史遗存、考古实
物、博物馆馆藏文物凝聚了中华传统
文化精髓，挖掘大同“三交”史，得
让文物“说话”。

自商起，北狄代表商王管理北
域，至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向北

扩张，民族融合大幕开启，在二里
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
地考察，见到了夏商周时期的青铜
器等重要礼器，感受到中华早期文
明。同样，大同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的李峪青铜器，青铜牺尊纹饰繁复
工艺精湛，见证了春秋战国的社会
变革，也说明了两地的文化曾经存
在过相互交流交融。

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见证了
北魏的兴起、辉煌，孝文帝迁都洛
阳 ， 主 动 融 入 中 原 ， 推 动 中 原 文
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关中文
化 、 江 南 文 化 交 流 互 通 。 2018 年 ，
大同古城北魏塔基出土的佛造像与
洛阳永宁寺出土文物相比，同样具
有西域样貌特征，这是东西文化交
流的物证。

隋唐时期，在中国统一多民族
国 家 发 展 的 历 史 上 具 有 重 要 地 位 。
唐 对 周 边 民 族 采 用 羁 縻 政 策 ， 册
封、和亲等多种方式，与突厥、回
鹘、铁勒、契丹、靺鞨、室韦等民

族 建 立 密 切 的 政 治 经 济 联 系 。 当
时，不少少数民族部落活动在大同
一带，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共同生活
在一起，民族融合再起高潮。当时
的洛阳作为都城，呈现了民族大交
融的局面。此次考察之行，就见证
了大量民族融合的“证据”，当地众
多的文物古迹、考古遗址很多是北
魏平城历史文化的延续，是各民族
多元历史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
诠释和历史见证。谷敏说，印象深
刻的是一组可证明粟特人与汉人通
婚的史料、墓志、随葬品等，鲜明
地 反 映 出 粟 特 人 汉 化 的 渐 进 趋 势 ，
其中轨迹与大同地区的北魏墓群所
展现的情况相似。

辽金时期,大同作为陪都，是 当
时 典 型 的 民 族 融 合 大 型 城 市 ， 各
民 族 交 流 密 切 ， 创 造 出 璀 璨 辉 煌
的 文 化 成 就 。 建 于 辽 代 具 有 皇 家
寺 庙 性 质 的 华 严 寺 ， 寺 内 建 筑 、
塑 像 、 壁 画 既 体 现 了 汉 唐 的 规 制
手 法 ， 又 有 契 丹 族 独 特 的 审 美 情

趣 和 传 统 ， 同 样 ， 善 化 寺 内 辽 金
时 期 建 筑 既 传 承 了 唐 代 木 构 建 筑
的 特 色 ， 又 展 现 了 北 方 少 数 民 族
的 雄 浑 之 气 。 而 近 年 来 发 掘 的 辽
代 许 从 赟 墓 更 是 民 族 融 合 例 证 ，
墓 中 多 见 北 方 少 数 民 族 常 见 的 塔
形 器 随 葬 器 物 ， 但 墓 室 中 “ 上 具
天 文 ， 下 具 地 理 ” 的 壁 画 布 局 及
身 着 汉 族 服 饰 的 侍 女 或 侍 官 的 画
面 内 容 以 及 墓 室 结 构 都 充 分 体 现
了契丹民族深受中原影响的事实。

谷敏说，此次河南之行，通过
对博物馆文物、大型遗址古迹等的
考察，加之与当地专家的交流、座
谈，对于如何做好此次多民族间交
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工作有了新的思
考，下一步会更多地把考古学材料
和文献材料结合起来，实证大同地
区多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族属、祖
先、族群之间关系，以及他们的文
化根脉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对于梳
理和编撰大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三交”史，也具有创新意义。

挖掘大同民族融合文化特质
得 让 文 物“ 说 话 ”

——访大同市统战事务中心主任谷敏

本报记者 崔莉英

2023 灵丘第七届塞上插秧节将
于 6 月如约盛启。来体验传统农耕，
玩最嗨的乡野活动，这里有趣味运动
艺术体验、田间美食……

每一粒米，历经四季而来，下田
插秧，去了解一粒米的成长故事。在
泥地里拔河会有种怎样的体验？

来一场激烈的拔河比赛吧，户外
田地拔河嗨起来。

谁是摸鱼高手一摸便知，提上小
桶，卷起裤腿光着脚丫，比比谁抓鱼
又大又多，期待大家满载而归。

这 是 跟 小 动 物 接 触 的 绝 佳 机
会。拿起手中的饲料，去和它们打招
呼吧，轻轻地靠近，慢慢地喂养。

乡村的 party 会是什么模样？田
间山野餐桌，稻田清欢午宴，请君入
席，以一场稻田宴，回归山与城之间
属于我们的田园。

自然、土地、乡野与自由，这不就
是我们所向往的生活吗？

活动详情：
7：00——9：10，集合出发；
9：10——9：20：赴灵丘旅游集散

中心了解灵丘概况；
9：20——9：30：赴胡服骑射体验

园参观；
9：30——10：30：前往水稻有机产

业园，游戏互动；
10：30——12：30：插秧体验、水田

拔河、浑水摸鱼、儿童沙滩戏水、萌宠
喂养；

12：30——14：00：长桌宴；
14：00——15：30：非遗草编体验

（每人 30元，自愿参加）；
15：30——15：50：结营；
15：50——18：50：返回大同。
农耕文明、传统体验、亲子时光，

美食盛宴、田园生活、度假休闲……
这个夏天，借着插秧节的名义，赴一
场乡村生活之约！

时间：6月9日/10日/11日
费用：280元/人
咨询电话：0352—2016158

18636289501

感悟农耕生活 体验插秧乐趣
2023灵丘第七届塞上插秧节邀你参与

5 月 18 日晚，由山西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的“趣享山西好风光”城市
名片联动计划启动仪式在华严广场举
行。省市文旅部门、文旅企业、非遗

传承人代表、晋津冀蒙旅行商代表以
及多家媒体记者、文旅主播等 100 余
人参加了活动。

城市名片联动计划 旨 在 聚 焦 我

省 独 特 的 资 源 禀 赋 和 文 化 特 色 ，
凸 显 城 市 底 色 ， 展 示 多 元 山 西 形
象 ， 通 过 城 市 联 动 ， 产 品 组 合 ，
精 准 撬 动 客 源 市 场 ， 打 造 良 好 的
全 域 旅 游 体 验 ， 助 推 山 西 文 旅 高
质 量 发 展 。

活 动 现 场 ， 各 地 非 遗 产 品 的 亮
相吸引了众多游客关注，在全国金
牌导游张晓旭的带领下，近距离打
卡城市名片非遗特色专区，感受山
西人文魅力，为家乡实力圈粉。在
非遗展区，大同铜器传承人李安民
向游客介绍着大同铜器。当大家得
知这位老人今年已经 80 岁时，都为
老人的精神点赞，为大同铜器的传
承感动。

启 动 仪 式 还 特 别 邀 请 了 中 央 广
播电视总台央视少儿节目山西籍主
持 人 月 亮 姐 姐 与 小 朋 友 们 精 彩 互
动，共同感受山西好风光。月亮姐

姐表示：有趣地将山西介绍给全国
观众是她的责任，作为一名少儿频
道 主 持 人 ， 不 忘 初 心 才 能 更 好 地

“引领成长、塑造未来”。
一 曲 《桃 花 红 杏 花 白》 点 燃 了

雨夜现场观众的热情，张晓旭现场
向游客和网友们介绍了山西四大主
题旅游打卡线路，邀请全国游客开
启清凉避暑晋北游、府城大院晋中
游、华夏溯源晋南游、太行康养晋
东南游。省市文旅部门代表共同启
动“趣享山西好风光”城市名片联
动计划，向全国游客发出“趣享山
西好风光”邀约。

市 文 旅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能
和山西各地市文旅行业代表在大同
推介山西旅游，感到特别荣幸，大
同 文 旅 应 该 借 此 机 会，加大宣传力
度，通过多种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
各地游客感受大美大同。

铜器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组
成 部 分 ，是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载
体 ，伴 随 着 中 国 文 化 走 过 了 漫 长 历
程。为持续激发青少年探索热情，市
博物馆古代铜造艺术馆特推出《DIY
青铜器》社教活动。为期一天的活动
让青少年在了解大同明清铜器及铜
造技艺知识的同时，通过手工制作感
受铜器技艺蕴含的大智慧。

5 月 20 日，来自我市实验小学的
20 组学生家庭来到位于古城内的古
代铜造艺术博物馆，在寓教于乐中学
有所得、做有所获。

活动第一项，先由工作人员带领
大家参观铜造馆。在“古韵新风”“炉
火纯青”“燕闲清赏”“铜器贸易”等展
厅，讲解员向学生们介绍了明清仿古
铜器、铜香炉等器物，使他们对明清

时期大同铜器制品及制作技法有了
深入的了解。

活动第二项是手工环节，在将近
2 个小时的活动中，家长、孩子齐动
手，运用素陶盆、超轻粘土、金属丙烯
颜料等材料，让学生们发挥想象，从
而 制 作 出 了 自 己 心 仪 的“ 小 铜 鼎 ”。
一件件可爱且富有创造力的作品，不
仅是对所学知识的巩固与实践，也是
亲子互动的完美体现。

古代铜造艺术博物馆相关负责
人表示，本次活动在宽松又愉悦的氛
围中持续了一上午，收到了预期的效
果。孩子们收获颇丰，家长反馈也很
满意，孩子们不仅看到了各种各样的
铜器，学到了很多铜器方面的知识，
还增强了合作能力、动脑动手能力及
创造精神。 刘晓东

小手工包含大智慧
—古代铜造艺术博物馆手工活动小记

识别“大同游玩总入口”订购产品。

粘接粘接、、拼装好的文物本体拼装好的文物本体。。

全 国
金 牌 导 游
张 晓 旭 倾
情 推 介 大
同 旅 游 产
品。

感 受 晋 文 化 趣 享 好 风 光
——“趣享山西好风光”城市名片联动计划启动仪式小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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