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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文化新空间◆

近日，在万荣县皇甫乡南吴村，
随着吴竹苗老人的安详离世，其女
儿杨国蕊与女婿杨红光孝老爱亲的
故事再次成为村民口中的佳话。

吴竹苗老人，一位慈祥而坚强
的母亲，自1994年不幸患上脑梗后，
便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面对突如
其来的变故，老人的3个女儿迅速承
担起照顾母亲的重任。而在这其中，
二女儿杨国蕊及其丈夫杨红光的表
现尤为突出。30 年来，无论风雨，夫
妻二人始终如一地精心伺候老人。

杨国蕊也于 2013 年被皇甫乡授予
“好女儿”称号。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小
屋，夫妻俩便已起身，为母亲准备可
口的饭菜，并细心地为她喂饭、擦洗
身体。除了日常的照顾，杨国蕊和杨
红光还时常陪母亲聊天解闷，让老人
在晚年生活中感受家的温暖与幸福。

从心出发，以爱相守。他们的孝心
与付出，不仅让吴竹苗老人在晚年享
受到了天伦之乐，更赢得了全村人的
尊敬与钦佩。在老人出殡的日子里，按

照乡邻和长辈的意愿，由南吴村村“两
委”牵头，该村老年协会为杨国蕊、杨
红光夫妇披上了象征荣誉的红绸，以
表彰他们多年来的德孝行为。

杨国蕊和杨红光的儿子杨博程
说：“父母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里。我们也要把这一优良传统传承
下去，将孝道文化发扬光大。”

南吴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杜旭耀表示，这次村老年协会为杨
国蕊、杨红光两人披红，不仅是对他
们多年尽孝的肯定，更是对全体村民
的一次深刻教育。希望村民以他俩为
榜样，共同弘扬孝道文化、共建文明
乡风，把南吴村建成家庭和睦、邻里
和谐的和美乡村。 记者 杨洋

随着国产3A（高质量、高体量、高成
本）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走红，游戏
背景中的山西古建筑也冲上了热搜。

据不完全统计，该游戏在国内有 36
个取景地，其中 27 个来自山西。目前所
知，包括福胜寺、永乐宫、飞云楼、秋风
楼、广仁王庙等运城古建都在游戏中得
到了还原。

这次重点说说这飞云楼，以及承修
飞云楼的古建修复“老把式”董养明。

行业沃土出匠人

比较权威的相关资料显示，飞云楼
位于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荣
县东岳庙内，是我国纯木质楼阁建筑的
代表作，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

飞云楼整体建筑共5层、32个飞檐，
屋檐下的椽子粗细不同，越靠近翼角处
构件越细，斗拱则多达345组，每层斗拱
踩数与昂翘形式都不相同。如云朵相拥、
花团锦簇一般，各飞檐翘角给人一种凌
空欲飞的感觉。

而且，飞云楼的屋顶飞檐采用了彩
色琉璃瓦，在阳光的加持下，更多了一份
精致。

“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
头。”以上就是人们现在看到的飞云楼盛
景。或许大多数人都想不到的是，飞云楼
是董养明耗时 3 年之久、“与古人对话”

“修旧如旧”的杰作。
万荣里望一带的古建修复技艺，在

业界的名头是比较响的，这大概离不开
像董养明一样的工匠师傅一代又一代传
承、钻研与革新。

1964 年的里望乡北阳村一普通农
家，董养明出生了。各种因素的制约，使
得他很早就放弃了学业，开始在当地的
传统行当里摸爬。

干活踏实、头脑灵活，还有一股子不
服输的劲头……这样的董养明，得到了
老师傅的赏识。于是，这个年轻人“命运
的齿轮”被拨动了。

木工、瓦工、泥塑、木雕、油漆彩绘和
琉璃烧制……老师傅把这些传统建筑技
术，悉数教给了董养明。学成之后的他，
还在国营琉璃厂工作了一段时间。

但没过多久，他就顺应大势，成立了
自己的古建筑修复工程队。该工程队就
是如今山西万唐龙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唐龙公司”）的前身。
古建筑是历代遗留下来的在人类发

展史上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是千百年历史
的客观见证和传统文化的具象载体。古建
筑修复技术及理论的研究、整理和弘扬，
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课题。

我市古建文物众多，其中国保单位
102处，居全国地级市之首。所以，我市是
理所当然的古建文物修复技术传承发展
的主战场。

背靠河东极其丰厚的古建筑遗产资
源，董养明结合修复实践与理论学习，对
行业的研究不断深入。重修飞云楼，就是
最好的明证。

斗拱榫卯铸匠作

初秋时节，万物并秀。
走进万唐龙公司，仿古办公楼前的

小广场上，摆满了各类造型独特的砖雕、
石雕、灰陶等仿古构件。

在一座藻井极其精美的仿古建筑
内，陈列着一座制作精良的飞云楼模型。

这个模型，是飞云楼的缩小版，可
以帮助人们零距离欣赏飞云楼的斗拱榫
卯之美。当然，这也是董养明用来深入
理解古代建筑工匠技艺和艺术巧思的法
宝。

那是2012年，董养明中标飞云楼修
缮项目。

“民间传说飞云楼是鲁班修的，说明
它在大家心里很传奇。”董养明当年对飞
云楼修缮项目志在必得。首先，因为他对
这个行业有了使命感；其次，不能错过如
此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定要看看飞云楼
的结构究竟是什么样，要通过修复来理
解古代工匠的工艺。”他说。

在修复过程中，董养明发现，飞云
楼的营造者对艺术美感的追求是纯粹
的。他说，飞云楼并不是为了让人们登
高望远而建，早期内部没有楼梯，粗大
的永定柱上阻止人攀爬的铁钉保留至
今，“这座楼就是让人从远处和底下瞻
仰欣赏的，所以工匠特别注重外形美感
的设计”。

他以檐下椽子为例，印证了飞云楼
的美感设计。他说，飞云楼飞檐下的椽
子，粗细不同，靠近翼角处的明显更
细。椽子也并非一根根整齐排列，而是
越靠近翼角的越轻微外伸，一列椽子的
外沿近似弓形，这样的设计令飞云楼的
檐角看起来更加出挑、楼体看起来更加
轻盈。

修缮飞云楼耗时3年，超出了原本规
定的工期，但董养明觉得还是“操之过
急”了，“其实，真正修好需要5年”。他说，

理想的情况是先用一年至两年时间勘
察、探测和研究所有的结构和构件，“应
该在拆的过程中认识它、理解它，如果仅
仅是拆下来就修复，很可能要修坏了”。

面对古建修复，虽然常常是施工方，
但他并没有被这个身份限制，而是自然
而然地“进化”为古建保护和修缮行业更
新的推动者。

传承创新育匠心

在古建修复一行，浸淫30多年的董
养明，曾承修了平遥古城墙、绛州大堂、
稷山大佛寺、洪洞广胜寺下寺后大殿等
古建，社会反响良好。

值得一提的是，他承担的晋城高平
二郎庙修缮工程、万荣稷王庙修缮工程
先后获得“全国文物保护修缮十佳工程”
荣誉；2016年，他协助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在蒙古国建造了传统的砖瓦窑；2017
年，他帮助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
馆完成了一座山西民居木雕门楼的安
装、补配、修缮项目。

长期的学习与经验的累积，让董养
明思考得更多了。

古建筑基本上都没有留下图纸，修
复时只能通过勘测、观察和思考来了解
当年工匠的技艺和巧思。“修复就是古今
心与心的碰撞，要了解古代工匠的魂，要
通过现存的这些构件找到他们的灵魂。”
董养明说，修缮施工必须要回答古人为
什么要那么做，想要表达什么，必须要真
正理解这些问题。

他再次强调，古建筑修缮的勘察和
测绘非常重要。修缮古建要遵循真实性、
完整性、最小的“干预性和逆转性”，要坚
持“原材料”“原工具”“原工艺”，最后达
到“原型状”。

这些术语有些专业，但细细品味别
有一番道理。

再过一个多月，董养明就年过花甲
了。但从他的精气神里丝毫看不出年龄
的沧桑，有的全是对古建修复的钟情与
热爱。“工匠”一词的神韵，在他身上得到
了生动形象的展示。

“还要继续干，还要培养更多新人，
还要传播新的理念，要为珍贵的古建修
复与保护多作贡献。”这个“老把式”也有
了新期待。

记者 景斌

承修万荣飞云楼的古建修复“老把式”董养明：

用心对话古人 还原古建之美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从永济尧王台景区获
悉，蒲乡·蒲韵2024“尧王台杯”戏曲大赛开始报名。

此次戏曲大赛设置的参赛剧种包括蒲剧和眉户
两大类，不限年龄、不限地域均可报名，报名截至9
月7日。报名方式分线上和线下两种。线下有两个报
名点——永济市融媒体中心播音部（永济人民剧院
南），联系人：尚老师（18634595678）；尧王台景区游
客 服 务 中 心 ，联 系 人 ：田 部 长

（15582905123）。线上报名扫描
右方二维码，按要求填写相关资
料即可。主办方还设置了一、二、
三等奖及优秀奖，获奖者将获得
相应的奖金。

“尧王台杯”戏曲大赛
开始报名

杨红光杨国蕊夫妇的孝行故事

从心出发 以爱相守

▲醉心古建修复的董养明 记者 张国平 摄

▲▲飞云楼一角飞云楼一角

▲▲飞云楼飞云楼
的飞檐翘角的飞檐翘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