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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文物除尘，是进行文物保护的
必要工作，这也有利于解州关帝庙向全
省旅游行业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呈现
一个崭新的面貌。”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
物保护所所长傅文元如是说。

专业化除尘专业化除尘

8 月 3 日，记者一行走进解州关帝
庙，远远便看见身穿统一工作服的工作
人员，手持小刷子，埋首细心清理走廊、
梁柱上面附着的灰尘。傅文元介绍，由于
文物易遭到日光、雨雪的破坏和腐蚀，因
此对其的除尘工作一年主要集中开展两
次，多在夏季和冬季。今年为迎接山西省
第八次旅游发展大会，自 7 月以来，他们
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带领所里工作人
员，如火如荼地开始了文物除尘工作。

一般来说，文物可分为可移动文物
和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可移动文物指的
是馆藏文物，即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
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又
可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而不可移
动文物则指先民们在历史、文化、建筑、
艺术等领域留下的具体遗产或遗址，包
含古建筑物、传统聚落、古市街、考古遗
址及其他历史文化遗迹等。因此，作为一
个大型古建群，关帝庙所藏的文物不仅
数目庞大，而且种类繁多，这也就意味着
其除尘工作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大工程。

现代技术可提供的文物除尘方法，
种类有很多，例如机械除尘、手工除尘
等。机械除尘通常使用的是家用吸尘器，
使用时可以根据文物上不同种类的尘埃
状况选择不同的功率，避免使用中破坏
文物。针对室外除尘，一般则可以选择汽
车吸尘器，其优点是功率较小，去除库房
内或大型文物表面的浮土较为理想，而
对于除去黏在文物表面的尘土效果则不
佳。还有一种工具叫吹尘枪，口径小、风
速大，使用时可针对某一点进行定点操
作，不仅对浮土有效，也可吹动一些有一
定黏度的土。它主要配合吸尘器使用，文
物上较深的沟槽或不易用吸尘器触及到
的地方，便可用吹尘枪将灰尘吹出，然后
再作进一步处理。

除机械除尘外，还有手工除尘。据傅
文元介绍，按照严格的操作规范，在必要
时，清理工作还要用黏尘胶带纸、万能黏
土、面团、口香糖胶、瓜子皮等较为精细、
柔和的工具，一点一点地对文物本体进
行手工除尘，这样较为安全。

比如木质彩绘建筑就可以利用面团
的黏性黏除尘垢。面团黏性的产生是由

于面粉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分子受
热溶胀而产生黏性。随着水温上升，淀粉
微粒体积迅速膨胀，在水中相互积压，形
成网络结构，黏度会迅速增大，成为胶黏
体系。因此使用面团清理文物时，要注意
面粉与水的比例，加水过多就成了糨糊；
加水太少面和得过硬，会造成使用不便。
只有加水适量，淀粉分子体积膨胀恰当，
形成适当的网络结构，黏度适中，才有益
于文物的保护。清理彩绘时仍要小心，以
防将其同时剥离。面团除尘适用于表面
致密光滑的，特别是面积大的文物，因此
还可以用于壁画、漆雕、木雕以及纸张书
籍的除尘，它造价低廉，取材方便，对于
有一定黏度的积灰层也有作用，使用频
率较高。

还有许多文物由于材质的特殊性、
易脆性，被除尘时通常需杜绝水洗。例如
铁质文物，遇水容易发生锈蚀。

傅文元说：“其实一整套除尘工作完
成下来，不仅考验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
还非常考验其细心度与耐受力。大家都
非常用心和谨慎。”

在走廊除尘现场，记者仔细观察了
除尘清理前后的走廊地面和廊柱的变
化。只见未除尘的廊柱蒙着厚厚的灰尘，
地面看起来灰扑扑的，而经过除尘清理、
专业养护后的廊柱和地面色泽都十分明
亮，可谓焕然一新。

“馆藏文物的除尘工作必须由专业
的技术人员来完成，一般都是在保护文
物的前提下，用特制的工具进行物理除
尘。”傅文元说。

科学化保护科学化保护

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部署，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提高文
物的活化利用水平，更好地研究、阐发、
传承、弘扬关公文化，解州关帝庙文物保
护所在 2020 年 5 月进行了体制机制改
革，并将工作重心由先前的旅游宣传转
至如今的文物保护。

相较于之前，文保所对文物的保护
力度有了显著提升，不仅由补救性保护
升级为预防性保护，而且利用更多技术
加持，将除尘清理这一日常养护工作也
加码成了数字化保护工作。

傅文元说：“如今在除尘的同时，也
要对文物进行观察和监测，以便采集数
据。这些数据在若干年后仍有参考价值，
可以留待后续的保护工作使用。它还可
以帮助人们更好检查文物出现或潜藏的
问题。”例如一些古建筑的木料腐蚀、结

构松动，有时人们通过肉眼不一定能发
现，但利用这些采集来的数据，就可以很
轻松、直观地找到问题。

根据庙内文物现状，2022 年文保所
申请了 10 个相关的文物保护项目计划，
有《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帝庙不可移动文
物预防性保护项目》《解州关帝庙彩塑保
护修复工程》《常平关帝庙彩塑保护修复
工程》《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藏
彩塑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等。

据了解，体制转型之前，关帝庙一些
员工的专业文物知识比较薄弱，于是在
转型之后，为了适应更快的发展节奏，傅
文元及关帝庙整个领导班子采取了一系
列创新性举措，以增强文保工作的力量。

其一，组织员工线上培训学习。让部
分暂时不需到岗的员工，全脱产式参加
国家及山西省举办的各种线上文物培
训，进行学习。与此同时，将视频录制下
来，让另一部分需到岗工作的员工利用
下班时间按时观看，自行在家学习。

其二，在工作群内定期发布学习资
料。文保所会搜集整理文物保护、施工的
相关法律等资料，定期发布在工作群内，
要求员工们认真学习，并将之与员工个
人的绩效挂钩，督促员工们认真完成学
习笔记。

其三，组织员工外出学习。文保所制
度化派员工到大同、西安等地学习借鉴
相关经验，结合关帝庙自身的优势，充分
完善自身建设。

数据化管理数据化管理

傅文元说，近年来，文保所开始实施
解州关帝祖庙和常平家庙的数字化采集
工作。所谓数字化采集，就是以数字化勘
察测绘扫描为重点，采用三维扫描、倾斜
摄影测量等技术，对庙区内的文物进行
数据采集，然后将这些数据用于展示和
研究工作。

自 2020 年 9 月以来，山西文物博物
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解州关
帝庙古建筑彩塑壁画的数字化保护工
作，对庙区内的 47 座古建筑和 16 尊彩
塑、189 平方米壁画进行了数字化采集。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了数字化关帝庙建设
控制地带以内的所有区域无人机倾斜摄
影工作、47 座古建筑三维点云数据采集
工作、16 尊彩塑的三维扫描和近景摄影
测量工作、189 平方米壁画采集工作、古
建筑群 720 度全景影像采集工作及数据
处理等。

2021 年 8 月以来，中兵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常平关帝庙古建
筑彩塑壁画的数字化保护工作，利用三
维激光扫描、倾斜摄影、近景摄影测量等
快速无接触的数字化勘测手段对常平关

帝庙 36 座文物建筑、27 尊彩塑实施多维
度空间信息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字
分析，建立了一套包含古建筑和彩塑结
构、空间关系、材质、纹理及多种分析结
果的数字化信息数据库，并根据采集信
息，非接触绘制出文物病害图、病害发生
程度等信息。

除此之外，研究团队还使用专业技
术对关帝庙彩塑颜料层、地仗层、支撑物
等进行无损分析检测，确定其成分、比例
等内容。对有彩塑的古建筑进行为期一
年的光环境、水环境、温湿度等可以诱发
加重文物病害的条件进行分析，根据采
集数据绘制出每个部分的环境曲线，并
根据曲线确定病害的发展规律以及提出
防治手段，达到对文物预防性保护的目
的。

文保所还对馆藏古籍文献进行数据
采集、梳理、分类和辑录。如对《解州全
志》《关帝志》《关帝全书》《解州关帝庙老
账簿》《关帝圣经》等 5 套 100 本古籍文献
数据采集、辑录、汇编和整理，同时进行
古籍数字化存档、修复优化、古籍复制，
为文物活化利用和关公文化研究做好基
础工作。

另外，这些数据也可以进一步被开
发利用，用于文创设计。在今年 6 月，解
州关帝庙就以景区标志性建筑“端门”及

“河东八景”之一的“祖庙飞龙”为设计元
素推出了文创雪糕。这款雪糕不仅造型
逼真、立体，而且颜色多彩，口味多样。傅
文元说，在今后的工作中，文保所将进一
步加大对数据的采集力度，继续用以推
进文物保护和文创设计工作，致力推出
更多、更新颖的文创产品。

历经千余年风雨的解州关帝庙本身
就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现在有
了技术加持，可以更科学地展开文物保
护。这无疑是一次创造性的实践，更有利
于关帝庙自身形象的树立以及关公文化
的弘扬、发展。

解州关帝庙解州关帝庙：：增强文保力量增强文保力量 迎接旅发大会迎接旅发大会
■本报记者 孙芸苓 实习生 杨应欣

山之妙在峰回路转，水之妙则在风
生水起。千古中条和皑皑盐湖就这样，见
证着华夏文明的血脉赓续。山水氤氲的
灵性不仅成就了药草的神奇生命，也沃
养了医者去代代传承。

盛义堂始创于清朝咸丰年间，以世
代相传的膏药誉满河东，对治疗痄腮、痈
疽疔疮、痹证、喉症等疾病有独特疗效。

“一贴膏药，六代人，择一事，终一生。”作
为盛义堂第六代传人，王荣始终谨记“制

药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堂训，总结出
治疗颈肩腰腿痛疾病的特色疗法“一针
二手三膏药”，分别是银针疗法、整复手
法和琥珀膏系列药物。将行针精准、推拿
到位的医技，和选材道地、熬制精良的膏
药相结合，达到疗效独特、药到病除的目
的。他用精湛的医术让非遗文化的深厚
根脉得以延续拓展，为更多病患带来康
复福音。

盛义堂世代将质量视为命根，遂成
就一代经典膏药。在第五代传人外祖母
上官希贤的口耳相传下，王荣熟练掌握
了制膏技法：精选道地药材，悉遵古方熬
制；择油选丹，麻油最佳，丹以色泽鲜艳
橘黄者为上；熬枯去渣，药料熬至外表深
褐色、内部焦黄时去渣炼油；滴水成珠，
油珠炼成滴入水中“吹之不散，散之聚
合”；下丹成膏，讲究冬五夏七春秋六；挂
旗摊涂，所制膏药必须达到“黑如漆、亮
如镜、冬不脆、夏不流、扒得紧、揭得净”
的家传古训要求。

多年来，王荣经过上百次反复试验，

在以琥珀、麝香、穿山甲、血竭等 28 种名
贵药材为主要原料的基础上，研制出具
有活血化瘀、通络止痛、软坚散结功效的

“琥珀软坚膏”，专治骨痹之症，并先后获
得了全国东方健康博览会科技进步金
奖、全国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会金奖、山西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经药监管理部门
批准，王荣将膏药制作由家庭作坊制作
提升为医疗机构制剂，并正式申请注册
了 4 个“盛义堂”商标，分别用于医疗服
务和药品药械。步步考究的传统国粹历
经岁月锤炼和不断创新，最终沉淀为独
树一帜的古方正药。

从 1986 年执掌盛义堂到将其发展
壮大为黄河金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颈肩
腰腿痛诊疗中心，王荣始终秉持着“遵古
不泥古，继承不失宗”的理念，他正在筹
建一所现代化、高标准的制剂室，使膏药
生产更高效、更环保。同时，他还着手将
盛义堂百年传承的有关资料、实物认真
收集整理，筹建中医药文化陈列馆，以此
作为弘扬中华中医药文化的教育基地。

秉持赤子之心，坚守匠心传承；创新
医疗技术，惠泽人民群众。从传播非遗文
化到精进医疗技术，王荣始终以大医无
疆的责任感鞭策自己，并在追求卓越品
质、做好非遗传承的道路上孜孜矻矻，勇
毅前行。

王荣：匠心传国粹
■本报记者 冯婷婷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近日，从
河东池盐博物馆获悉，为进一步发挥
社教职能，更好服务社会，河东池盐
博物馆现面向全社会招募 2022 年度
志愿者。

河东池盐博物馆位于池盐文化
博览园内，是宣传池盐文化的重要窗
口和研究池盐文化的重要平台，在弘
扬池盐文化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此次招募对象为讲解志愿者与
服务志愿者。讲解志愿者需掌握展
厅基本陈列讲解技能，帮助观众了解
展览内容和展品知识；参与公众教育
活动，负责新媒体编辑运营，博物馆
活动策划、实施以及馆方安排的其他
志 愿 服 务 。 所 招 募 者 年 龄 应 在 22
岁 —60 岁 ，热 心 公 益 ，热 爱 文 博 事

业，且能长期从事志愿服务，保证每
周至少来馆服务一次，每次不少于
2.5个小时，年服务 80个小时以上。

服务志愿者负责咨询导览、秩序
维护、配合博物馆日常工作等志愿服
务，年龄在 22 岁—60 岁，身体健康，
热爱文博事业，乐于奉献，有较强的
责任心和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能
保证每周到馆服务一次，每次不少于
2.5 个小时，公休日能来者优先，从事
过管理工作的优先。

招募将经过报名、初选、面试、培
训、考核、见习、转正环节。符合招募
条件的市民，可在河东池盐博物馆公
众号填写志愿者报名表，并送至河东
池盐博物馆志愿者办公室。咨询电
话为 13935921599。

河东池盐博物馆招募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 牛嘉荣）8 月 16 日，我市 2022 年田野考
古技能培训在盐湖区新材料产业园新建 5G 应用材料及汽
车核心零部件基地项目工程工地遗址上火热开展。本次技
能培训由市文物保护中心组织筹办，将市文保中心在职考
古工作人员技能提升与市考古队招聘面试工作相结合，推
出“田野考古、实地考核”的新形式。该招聘形式为全省首
例。

考古工地现场，50 名学员正分层进行墓葬清理工作，一
座座探方间，“田野蓝”随处可见。考古技能培训班班主任
李辉介绍：“本次培训从 8 月 1 日开始，已由最初的 64 名学
员筛选至 50 名，培训内容包括发掘探方和墓葬并对其进行
记录和绘图。目前各学员在专家教授等指导下，已完成清
理表土、切边、刮面、找出墓葬开口等工作，正分层进行墓葬
清理。”本次培训考核团队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
员薛新明、马昇和山西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王小娟组成，并
安排来自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市文保中心的 6 名高级技工
做现场指导工作，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实地为学
员们讲授生动的田野考古课。

该遗址位于盐湖区安邑街道汤里村，发掘面积达 4000
平方米，共计布置 40 个探方。经过前期勘探，发现 80 余座
墓葬，其中 2 座为汉代墓葬，其余墓葬年代涉及宋、金、明、
清。除此之外，还发现一处包含新石器时期和商时期的遗
址，以及一条古河道。根据发掘需要，学员 2 人一组，每两
组 4 人负责一个探方的发掘，每 4 个探方由一名指导老师负
责管理。

“要一层一层，以 10 厘米为一个单位进行挖掘，以此来
辨认填土和生土，找到原墓边……”在近一米深的墓葬中，
指导老师孙先土拿着铁钎，一层层地挖掘，每挖一层，就向
学员们讲授考古理论和实践方法。孙先土说：“辨别填土和
生土需要长时间的工作经验和大量的实践经历，因为根据
地理环境的变化，各地的土质也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实地讲
解，学员们很容易一头雾水。”孙先土说完，伴着斜阳，又加
快脚步赶往另一个探方去指导屋顶俯视图的测绘工作。

“在进入工地前，来自山西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
专家教授们，为学员们进行为期 3 天的理论培训。通过‘河
东漫谈’、‘田野考古发掘方法举要’、‘田野考古测绘’等课
程，帮助学员们将理论更好运用于实践，唤起他们对考古事
业的热爱。”李辉说。

市文保中心考古研究所负责人李金霞说：“本次技能培
训与招聘面试相结合，不仅从实处考察了学员们的理论知
识、实践技能，并且让他们对考古工作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
知，从而切实加强考古人才队伍建设，提升考古工作水平和
服务大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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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牛嘉荣）春燕山
下，文峰塔望。8 月 15 日，夏都温泉水
疗中心在加紧建设。该水疗中心位于
夏县县城温泉路东侧，是“1311”重大
工程项目夏都文旅新城项目的核心
工程。

夏都温泉水疗中心占地 77 亩，
建筑面积 35000 平方米，总投资 3 亿
元，分为室内温泉水疗中心、室外汤
泉区、夏都温泉酒店、夏都温泉广场
4 个板块。该水疗中心于去年 10 月 8
日动工，预计今年年底投入运营，建

成后日接待规模可达 3000 人次。
据夏都温泉水疗中心项目负责

人闫自杰介绍：“温泉广场建设已完
成 80%，其中广场铺装、绿化、八卦楼
翻新和亮化、音乐喷泉等建设已完
工，仅剩广场入口路面铺装和绿化工
作。室内温泉水疗中心主体框架建设
已搭建至最后一层，部分完工。温泉
酒店主体结构已于 5 月 21 日完工封
顶，完成内部二次结构建设后，将进
行室内装修。室外汤泉区土方作业正
在进行中。”

夏都温泉水疗中心工程有序推进中

本报讯 （记者 游映霞） 由市
体 育 局 、 市 教 育 局 主 办 的 “ 奔 跑
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
动暨“少年·向未来”2022 年运城
市青少年武术套路比赛，于 8 月 13
日至 14 日在市体育馆举行。来自各
县 （市、区） 7 支代表队，共 101 名
运动员参赛。

本次比赛设甲乙两个组别，在
拳术、刀+棍、剑+枪、42 式太极
拳、太极拳+太极剑、集体基本功

等项目中进行精彩角逐及切磋。竞
赛办法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
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 《武术套路竞
赛规则》 及有关补充规定，其中乙
组按照“无难度组别要求的竞赛项
目评分方法与标准”执行。

经过激励比拼，盐湖区代表队
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河津市代表
队获得第二名，万荣县代表队获得
第三名，稷山县和闻喜县获得体育
道德风尚奖。

2022年运城市青少年武术套路比赛
在市体育馆举行

““田野蓝田野蓝””进行墓葬清理工作进行墓葬清理工作 牛嘉荣牛嘉荣 摄摄

王荣在
工作室熬制
药 膏（资料
图片）

聚焦山西省第八次旅游发展大会聚焦山西省第八次旅游发展大会

古籍扫描数字化古籍扫描数字化（（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工作人员为文物除尘工作人员为文物除尘（（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工作人员耐心细致为文物除工作人员耐心细致为文物除
尘中尘中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