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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焕彩
新时代

灰蓝的屋顶、精巧的梁架、华丽的彩
绘……日前，记者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文
保院，探访馆藏清代圆明园同乐园建筑群

“样式雷”烫样修复工作。该烫样展现了
同乐园的历史风貌。

“样式雷”是对清代 200 多年间主持
皇家建筑设计的雷氏家族的誉称。现存

“样式雷”图档包括样图、现场活计图和
烫样。烫样是用纸、秸秆、木头等材料组
合制成的建筑设计模型，主要是为呈给皇
帝审阅而制作。“样式雷”烫样文物留存
数量少，国博馆藏的这件圆明园同乐园建
筑群烫样不仅规格大、等级高、做工精
良，更是少有的建筑群烫样。

国博文保院器物修复研究所修复师王
熙林介绍，同乐园是圆明园建筑群中面积
最大、级别最高的建筑群之一，自清雍正
时期开始使用，至 1860 年被焚毁，期间
承担了大量礼仪、外交、宗室等相关活
动。这件烫样详细记录了同乐园建筑外部
样式、尺寸、结构及内部装修形式等信
息，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乍一看，这件烫样像售楼处的沙盘模
型，但精致得多。它尺寸精确、严格按照
比例制作，还在各处建筑上贴有说明尺寸
和用途的纸签，让研究者对建筑细节一目
了然，还可以与图档等文献资料相互印
证。更令人惊叹的是，烫样中的建筑模型
可以分层拆开，屋顶、廊柱、门窗甚至内
部的桌椅、床榻等都可以活动，让人们能
清晰地观察到建筑内部的设计。

历经百年流转，此烫样出现内部结构
脱落断裂、污损、霉菌等问题。为了科学
有效地进行修复、研究，工作人员需要查
阅大量历史档案资料，了解其制作工艺、材质、内部结构等知识，并运用可见
光摄影、多光谱摄影、X射线探伤等多种科技手段，调查记录文物的保存状态、
病害信息，揭示底稿墨线、历史修改信息、不同颜料的使用和分布等信息。

国博文保院藏品检测与分析研究所修复师杨琴在检测中发现了很多有趣的
细节。在对烫样屋顶进行X射线探伤成像时，杨琴发现其内部支撑结构上多处
绘有彩绘，推测可能是工匠因着急赶工，回收利用旧烫样材料制作了这件烫样。

清理、校形、粘合、补配……这件珍贵的烫样在修复师的妙手下逐渐焕发
出原有的光彩。在王熙林看来，修复烫样就像是与古人共同完成创作。修复过
程中，有时能看到烫样上清代工匠留下的指纹、设计修改的痕迹等，这些细微
的遗迹让他感觉仿佛穿越时光，“回到当初与制作者交流”。

据介绍，此次修复不仅有助于文物的长期保存，还可满足展览、工艺复原
与建筑群布局结构研究等需求，为复原圆明园同乐园建筑群提供宝贵资料。此
外，国博文保院还计划以此次保护修复工作为契机，尝试对已失传百余年的

“样式雷”烫样工艺进行全面复原。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近日，“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以下
简称“古文字工程”） 故宫博物院平台阶段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

此次发布的成果为“三书一刊”，即表现故宫甲骨保护与整理的《故宫博
物院藏殷墟甲骨文》“马衡卷”“谢伯殳卷”，体现故宫古文字相关学术研究的

《故宫古文字论集 （第一辑）》，展现技艺传承的 《心手相追——金石传拓艺
术研究》，表现甲骨艺术的 《中国书法》“新见故宫博物院藏殷墟书法研究特
辑”专栏等。

故宫博物院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馆员王素介绍，《故宫博物院藏
殷墟甲骨文》“马衡卷”“谢伯殳卷”是此批成果中的核心，在按藏家整理所
藏甲骨的同时，还收录了同源甲骨及相关旧拓。《马衡卷》附有马衡亲手制作
的“凡将斋藏甲骨文字”“国学门藏甲骨文字”旧拓。《谢伯殳卷》 包含 《故
宫博物院藏谢伯殳甲骨》 和 《华东师范大学藏甲骨》 两种。每卷书皆附以著
录情况一览表，既保证了资料的完整性，又便于了解此批甲骨流传递藏始
末、今昔信息比勘和学术研究。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表示，故宫博物院不仅要在学术研究上做出贡
献，也要在学术成果传播方面加大力度，通过新媒体等途径做好古文字活化
与公共普及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古文字，加深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据悉，“古文字工程”日后将在项目出版、古文字数字化建设、古文字活
化等方面推出更多成果。

故宫古文字工程成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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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修复中的清代圆明园同乐园中心戏楼烫样。

《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马衡卷”“谢伯殳卷”。 故宫博物院供图

“五一”假期，位于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非遗
文化创意园的茶祥子映秀制茶坊热闹非凡，中外
游客纷至沓来。洋溢着浓郁民族风情的茶廊里醇
茶飘香、笑语不断，这里被称为“映秀人的会客
厅”。

近年来，映秀茶产业蓬勃发展，西路边茶
（藏茶） 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于 2013 年成为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茶祥
子映秀制茶坊创办人蒋维明被评为该项目传承
人。这个非遗项目不仅为当地村民开辟了一条宽
广的致富路，还香飘海外、名扬四方。

传承西路边茶

2012年，为推进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映秀
镇非遗文化创意园应运而生。蒋维明作为制茶人
才，被当地政府引进来。

1971年出生的蒋维明，20岁从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退伍后回到家乡成都工作，不久便“北漂”
创业。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与制茶技艺结缘。他
多次奔赴福建、浙江、安徽、云南等名茶产地拜
师求教，后来在四川雅安蒙顶山传习四川南路边
茶制作技艺。

四川边茶分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源于川
南的南路边茶发展势头良好，而以川西崇州、都
江堰、汶川等为主产地的西路边茶濒临失传。阿
坝州文旅局决定抓住震后重建的机遇，振兴西路
边茶。时任文旅局副局长巴桑找到了蒋维明，
对他寄予厚望。蒋维明向她敬了一个军礼，决心
把西路边茶制作技艺的传承当作一项特殊使命。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一个集农区、牧区、
半农半牧区于一体的综合性区域，也是藏、羌、
回、汉等多个民族和谐共生的地方，居住环境的
多样性造就了当地人独特的饮食习俗，他们饮用
的主要茶产品西路边茶是传统的后发酵茶。

在巴桑的带领下，蒋维明多次走进若尔盖大
草原，拜访知名藏医扎西堪布。扎西堪布既是阿
坝州若尔盖南派藏医非遗传承人，又掌握了西路
边茶制茶技艺。他指导蒋维明怎样选茶，什么样
的茶才适合当地人的需求。

蒋维明说，他还要感谢两位老师。一位是在
四川大学任教的毛克宁，他在20世纪70年代当知
青时就爱上了西路边茶制作，向蒋维明传授了不
少有关制茶理念和技艺的知识。

另一位叫李骏，他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 （今
西南大学） 茶学系，曾在汶川挂职副县长。李骏
一有空就来找蒋维明聊茶艺，二人经常彻夜长
谈。离开汶川时，李骏送给蒋维明厚厚的一摞笔
记本，上面记录了他多年积累的茶艺知识，蒋维
明深受感动。

“西路边茶的传承承载着太多人的梦想和期
待。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不离开映秀了。”蒋
维明说。他把老婆孩子从成都接过来，把家安在
映秀小镇，全身心投入西路边茶的传承。

制茶如调香

在西路边茶制作工艺中，配料是第一个重要
环节。蒋维明讲究茶叶选料的科学拼配，他说：

“要让茶产品成为消费者口腔里的香水、肠道里的
良药。我们的茶喝起来醇和、甘甜、鲜爽，是因
为我们像法国香水的调香师一样精心选配原料。”

蒋维明主推的后发酵茶是“大土司”黑茶和
“甘露之海”黄茶，由不同季节的茶叶搭配而成。
“要选春天的茶，因为春茶回甘；要拼入夏天的
茶，因为夏茶生长速度快，用来做酥油茶，颜色
深、味道浓；还要加上秋茶，它含有丰富的膳食
纤维，可以滋润肠道。”

茶叶选料除了看重季节，还对海拔和山势有
严格要求。茶叶生长在不同海拔和不同山势，如
山的阴面或阳面，其口感和功能具有较大差异。
蒋维明对雅安蒙顶山和汶川映秀镇、水磨镇、漩
口镇等地的大小茶园逐一走访调查，记录环境信
息，并建立电子档案。收购茶叶时，依据档案分
类标记存放。

蒋维明存放茶叶的地方很特别。映秀非遗文
创园中有一座高耸的藏羌式碉楼，是映秀灾后重
建的标志性建筑。“茶叶需经存放进入慢氧化过
程，碉楼的构造使之成为难得的发酵茶醇化干
仓，是存放散料和茶砖的宝地。”蒋维明说，碉楼
有7层高，每层有4个窗户，不仅透气性好，还有
茶叶慢氧化需要的漫射光；碉楼里的壁板和存放
架由实木制成，可以起到自然调节湿度的作用。

在碉楼里，蒋维明指着一排排整齐存放的茶
叶筐说：“这里面装的是散料，用来做茶的拼
配。”茶叶筐上都有标牌，蒋维明称之为茶叶散料
的“身份证”，便于精准选料、精确拼配。

每次拼配茶料，蒋维明先开具配方，将不同
季节、不同地域收购的散茶按比例进行搭配，混
合、搅拌后进入蒸茶环节。

“蒸茶火要旺，高温快速蒸透。”蒋维明站在
蒸茶灶前，70厘米高的圆形木蒸笼热气升腾，灶
里的柴火熊熊燃烧，火光映红了他的脸庞。

接下来进入紧压环节。蒋维明带着徒弟将蒸
好的茶料放进方形木制模具，不断用木槌敲击，
压出茶砖。

边茶制作工艺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叫烘焙。传
统的烘焙笼犹如腰鼓形背篓，蒋维明经过摸索、
试验，把烘焙笼改成细腰瘦高形，这样火力比较
均匀，能够提高烘焙效力。

多年来，蒋维明与高校、科研机构交流合
作，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传统制茶工艺进行改进、
创新。他利用超高温蒸汽发生设备，将蒸茶时间
由原来的半小时缩短为30秒，最大限度减少蒸制
过程中茶叶营养和味道的损失。在茶叶紧压环
节，用食品级和医用级的不锈钢材料替换传统的
木器、石器等，既便于清洁，又能保证食品卫生
安全达到国际标准。

助力乡村振兴

蒋维明说：“非遗传习不能单打独斗，必须带
出一批人才。”

蒋维明带领的非遗传习团队中有当地村民，
也有本科生、硕士研究生。马德建是映秀镇渔子
溪村的村民，22岁进入茶祥子映秀制茶坊，已经
干了 8 年，熟练掌握了拼配、发酵、蒸制、烘焙
等西路边茶制作工艺，又在蒋维明的指导下学会

了以高科技、数字化设备完成制茶流程。
刘渠波是四川达州渠县人，在蒙顶山认识了

蒋维明，跟随他学习炒茶制茶已有15年，如今已
成为阿坝州西路边茶 （藏茶） 传统手工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

蒋维明带领团队不断拓宽非遗传承的路子，
茶祥子映秀制茶坊开发的传统手工贡茶制作技
艺、羌族传统金银花茶手工制作技艺、羌族传统
手工茶制作技艺被评为县级非遗项目。

“制茶非遗项目让我们尝到了甜头！”映秀镇
黄家院村村民小组长邹开元笑着说。黄家院村位
于映秀高半山区，云雾缭绕，雨量充足，山上不
仅有老茶树，还长满金银花。蒋维明进村调研
时，发现此地的金银花花蕊长度几乎是其他地方
金银花的两倍，是制作金银花茶的上乘原料。蒋
维明动员村民发展金银花产业，指导他们科学种
植、生产。近年来，黄家院村茶产业发展得红红
火火，全村共几十户人家，去年种茶收入达到几
十万元。

走进映秀镇一碗水村、漩口镇核桃坪村、震
源新村，放眼望去，茶园在青山间星罗棋布。震
源新村曾是汶川大地震的震源点，如今满目青
翠、满眼生机，茶产业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水磨镇牛塘沟村曾是蒋维明收购茶料的地
方，2019年，村民们打算自主发展制茶业，在乡
村振兴中蹚出一条新路子。蒋维明应邀走进牛塘
沟村，热心传授西路边茶制作技艺。今年 4 月，
他还到牛塘沟村开设的茶叶销售店讲课，从茶叶
的陈列方式、货柜的摆放方式到品茶座位的方向
等，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蒋维明说：“虽然少
了个茶叶供应大户，却多了个传承西路边茶的伙
伴，我高兴！”

如今，西路边茶已经享誉八方。除了供给川
西高原，还销往北京、成都、重庆、香港等地，
外地销量占总销量的68%。

2017 年 5 月，蒋维明参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与美国嘉年华集团合作举办的“沿海上丝
路·讲中国故事”活动，在“盛世公主号”邮轮上
作了“熊猫故乡的茶”主旨演讲，介绍中国茶文
化，他带去的黑茶、黄茶、金银花茶等茶产品赢
得众多国际友人青睐。

茶祥子映秀制茶坊已成为国际友人了解中国
茶文化的窗口，吸引了多个国际青年组织、文化
交流代表团等前来访问。蒋维明还多次出国参加
茶文化论坛。2022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蒋维
明“金熊猫”奖先进个人称号。

蒋维明说，希望以后能在金字塔、卢浮宫等
世界著名文旅景点附近打造茶文化体验中心，让
更多外国游客领略西路边茶的魅力。

映秀茶香飘万里
刘裕国

蒋维明 （右） 和徒弟马德建 （左） 复蒸黑茶原料。 刘一维摄蒋维明 （右） 和徒弟马德建 （左） 复蒸黑茶原料。 刘一维摄来自多个国家的在华青年代表团走进茶祥子映秀制茶坊。 邓 奕摄来自多个国家的在华青年代表团走进茶祥子映秀制茶坊。 邓 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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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明用传统碳焙笼初烘新鲜金银花。
刘一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