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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农新瑜、通讯员聂智园、周杰、
聂燕林）1月27日，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以“送万福进
万家，温暖回家路”为主题的湖北省文联荆楚“红色文
艺轻骑兵”文艺惠民系列活动，在武汉市三大火车站
——汉口站、武汉站、武昌站火热开展。

写春联赠春联，送福字添年味。活动中，我省知名
书法家刘永泽、程新、张传斌、胡飞、张助刚、冯万明、程
国发、魏开功、陈佐松、熊启旺、陈国钧、万峥嵘、唐风
华、高文琪、朱五一、葛振亮、秦元昌、尹莲芝、李欣、敖
启权、陈祖红、涂汉兵、易凡、刘伟、汪招明、夏训山等一
行，分头走进汉口、武昌、武汉三大火车站，现场泼墨挥
毫，为广大旅客创作并赠送春联和福字。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书法家们干劲满满、
伏案创作，旅客们屏气凝神、翘首以盼，一声声“好字”、
一句句“感谢”让车站暖意融融！武汉站的活动现场，还
吸引不少外国友人来学习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写春联。

在汉口火车站，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还开展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惠民演出。艺术家徐宁、朱睿淇、蔡鑫、刘
琴、吴松涛、胡启文等一行，以车站为舞台，为广大旅客们
带来湖北大鼓、器乐合奏、魔术、川剧变脸等精彩节目。
活动现场人声鼎沸，旅客们的叫好声、欢呼声如潮。正在
车站候车的一支外国交响乐团——意大利科莫湖畔交响
乐团，被现场浓厚氛围所感染，也热情地加入演出，一首
《友谊地久天长》和《茉莉花》赢得现场阵阵热烈掌声，展
示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美好情缘。

活动期间，还开展了猜谜语、送福袋等竞猜环节，寓
教于乐的谜语、精致喜气的福袋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

本场活动由湖北省文联、中国铁路武汉局宣传部
共同主办，省文艺志愿者协会、省书法家协会承办。

省文联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
新春惠民活动搅热三大火车站

走读文化遗产·我在湖北修文物

﹃
文
物
泡
在
水
中
是
一

种
最
原
始
的
保
护
。
但
饱

水
状
态
的
木
漆
器
出
土
后

十
分
脆
弱
，不
做
脱
水
处
理

将
快
速
损
毁
。﹄1

月23

日
，

在
湖
北
省
博
物
馆
漆
器
修

复
室
，楚
式
漆
器
修
复
技
艺

传
承
人
杜
道
子
仔
细
地
观

察
器
皿
中
被
液
体
浸
泡
的

木
块
，他
鼻
梁
上
的
老
花
镜

后
是
一
双
镇
定
专
注
的
眼

睛
。
整
个
楼
层
十
分
安
静
，

年
过
六
旬
的
杜
道
子
像
一

尊
雕
塑
，一
坐
就
是
一
整
天
。

楚
式
漆
器
历
史
悠
久
，

是
楚
文
化
的
一
个
鲜
明
符

号
。250 0

年
前
，以
湖
北
荆

州
为
中
心
，楚
文
化
勃
发
兴

盛
，
匠
人
们
从
漆
树
上
采

漆
，
以
木
胎
制
器
，
反
复
髹

涂
，
精
心
描
绘
，
独
特
的
楚

式
漆
艺
已
达
到
全
球
﹃
漆
器

工
艺
的
高
峰
﹄
。

﹃
复
活
﹄
荆
楚
文
化
烙

印
，让
湮
没
于
岁
月
的
漆
器

焕
彩
重
生
，在
传
承
与
创
新

中
，现
今
的
湖
北
竹
木
漆
器

文
物
修
复
水
平
世
界
领
先
。

楚式漆器修复技艺传承人杜道子——

妙手匠心让千年漆器焕彩重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文俊 实习生 罗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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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第一建鼓”修复前。

把精美绝伦的楚文化留下来

“关口西汉一号墓内部被地下水淹没
包围，随葬漆器脆弱，得徒手小心翼翼从淤
泥中摸索取出。”对杜道子的采访约了近半
个月，此前他在重庆关口考古现场已4个
多月，当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问到一天待在
考古现场9小时累不累时，他摆了摆手，兴
奋地讲着文物的精美之处，眼神炽热。

大历史，小工匠，择一事，终一生。杜
道子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绘画、木雕、髹漆
工艺和木漆器传统修复技艺。学工艺美
术专业的他，毕业之后一直在工厂从事传
统美术设计的工作，因为对楚式漆器有研
究，1987年作为人才引进到荆州文保中
心，此后30余年，一直从事漆器修复工
作。如今，从荆州文保中心退休的杜道子
又被返聘，担任湖北省博物馆木漆器修复
技术指导。

他所修复的漆器文物超过2000件，
如国家一级文物“虎座凤架鼓”“鸟羽人”

等古楚式漆器代表作；湖南长沙马王堆出
土漆器，如漆盘、漆盒、漆奁、漆案、耳杯
等；还修复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漆器，
如一级文物彩绘龙纹漆盾、瑟等。这些送
修文物病害各不相同，修复工艺繁琐，从
清洗、脱水、干燥，到髹漆、彩绘、封护等
等，要进行十几个步骤，才能让沉睡的文
物“复活”。

“每件文物的难度不一样，有的是胎
体坏了，有的是漆皮坏了，有的是纹饰坏
了。它是什么材质，要达到什么性质，都
要自己琢磨。”如何达到最好的修复效果，
杜道子一直在研究摸索。使用器具更是
繁琐，例如，修复胎体所用的工具，除了常
用的锯、斧、刨、凿、钻及各式雕刀外，还有
不少家传自制的弯刀、钩刀、翻口刀等等。

“楚人对木漆器情有独钟，漆器覆盖
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杜道子认为，
每一件文物跟自己见面，就是一种缘分。

楚文化通过木漆器这个载体千年传承，他
也要尽己所能，将这样精美绝伦的文化留
下来，给后人再见和展示的机会。

“复活”碎片状的“华夏第一建鼓”

历史是时间的层累，重现历史同样需
要时间。

在亲手修复过的文物中，杜道子对
“华夏第一建鼓”记忆深刻。该建鼓1988
年出土于当阳赵巷12号墓，出土时腐朽
严重，由于修复难度大，一直用水浸泡着，
等待着可以让它重现华彩的人。

文博界有个说法：“干千年，湿万年，
不干不湿就半年。”南方地下水位高，竹木
漆器出土前长期泡在水中，才能保持不
腐。土木漆器的保护修复首要任务是做
脱水定型，然后才能进入漆器髹饰。

2018年，杜道子为这面建鼓脱水，此
时，它已出土整整30年。“脱水后，这面建
鼓就是七八十片碎片。这些碎片在诉说，
它在春秋时期已经被使用者修过，后来又
被盗墓贼弄散架了。”在杜道子看来，每一
件文物都在用身体默默讲述它们的故
事。“整理纹饰、形状，拼对就花了2年时
间……没有先例可以进行参考，所以修复
的时候非常谨慎。”杜道子说，出土的漆器
大多存在饱水、糟朽、断裂、变形等病害，
漆物上的花纹自然也缺失了，过去的花纹
多为龙纹、凤纹，在细节上会非常复杂，具

有连续性，也就是俗话说的对称图形，修
复过程中，就会按照现有的依据，对照完
成另一边所缺失的图案。

修复后的建鼓，鼓身髹黑色底漆，通体
施红色变形窃曲纹，面覆牛皮，完整精致。

2021年12月，建鼓在湖北宜昌博物馆
正式亮相。该建鼓直径47厘米，鼓身长
59.4厘米，由整块金丝楠木挖制而成，重达
22公斤。该建鼓是目前国内能保存下来形
制较大、较为完整的一件实物，对研究先秦
音乐、军事、艺术及木漆器工艺等方面具有
极为重要的价值。

（本栏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老一辈文物工作者的兢兢业业，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年轻人。

省博漆器修复室里，穿着整齐工作服
的年轻人对待手中的器物一丝不苟，显现
出与年龄不符的沉着与严谨。

“我当学徒的时候，师傅要求点线面
都要画得好。我每天要临摹10多个小
时。”杜道子说，木漆器的修复工艺非常强
调个人的感受，必须长期训练，亲力亲为，
手上才能慢慢找到准确的感觉。此外，还
要长期学习文史知识，才能理解其中的内
涵，“这都需要时间长才理得顺。”

“师傅传授的不仅是技艺，更是工匠精

神。”32岁的修复师陈亦奇说，2018年，他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成为杜道子
的弟子，除了学习传统技艺，还学习红外光
谱分析和X射线衍射分析等多种科技手
段，并应用到文物保护和修复中。他的身
边，同样32岁的修复师龚祥炜已屏气“盯
着”一根破破烂烂的“小木棍”多时。面对记
者询问，他指着这根2000多年前的“小木
棍”介绍：“你看，这件文物修复过，但线条颜
色不一致，脱水痕迹还要进一步处理。”

修复技艺之难在于“还原”，“还原”不
仅仅是花纹上还原，在绘漆上也是一样。
楚地先人研制出“油性大漆”，并调制出

红、黄、蓝、绿、金、银等彩漆，这些漆器历
经千年，仍然光彩夺目。“而现代人日常生
活中所用的大多是化学漆，刷出来的效果
会和物件上保留的漆的质地形成很大反
差，因此修复所用的大多是植物漆。”杜道
子说，上一遍漆就得等上三四天才能干，
做这行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真心热爱。

采访结束时，一名实习生拿来自己的
硕士论文，希望杜道子老师能够提供帮
助。“不能写纸上文章，要多去现场，要多
看实物，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文章。”认
真看完论文后，杜道子当即取来相关文
物，细致指导，并给出建议。

文物修复需要耐心更需要热爱

“华夏第一建鼓”修复后。

2023年湖北省科协十件大事
2023年，全省科协系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殷殷嘱
托，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深化“三科一家”建
设，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加速提升科技自
立自强水平，奋力开启打造全国科技创新高地
新征程，为我省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先行区贡献了科协力量。2024年1月26日，省
科协发布2023年度十件大事。

1. 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全年举办专题读书班、培训班6批次，3750
人次参加，党组和中心组学习42次。组织各级
科协领导、学会负责人、院士专家开展基层宣讲，
举办科协党校培训班2期、科协讲堂32期。组
织专题调研29次，收集问题12个，形成高质量
调研报告。党组领导班子调研确定问题清单和
民生实事项目清单各6个，制定整改措施22条，
并全部销号。强化主题教育成果转化，出台促进
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科技小院建设等多项长效工
作机制。深化“党建强会”，举办学会干部暨科技
社团党建工作培训班、“红色赋能 党建强会”等
活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推出全国创新争先
奖专题报道、院士风采专栏等宣传活动，柯卫东
研究员获评年度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新增8
个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宣讲报告会。

2. 举办第37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023年8月20日至26日，举办第37届全
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这是我省40年来首次
承办该赛事。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
（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和13

个国家的1200余名嘉宾代表。大赛举办科学
家精神报告、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科学讨
论会、科技辅导员沙龙、学长说创新故事分享会
等活动10余场，宣扬科学家精神，展示青少年创
新成果。湖北代表队获得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
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10项，科技辅导
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二等奖4项，各类专项奖32
项。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荣获中国科协颁发
的省级优秀组织单位奖。大赛受到省领导批示，
并受到中国科协及各方代表一致好评。

3. 举办首届湖北科学技术学术年会

2023年9月21日，举办首届湖北科学技术
学术年会，交流学术思想、展示学术成果、开展
科学普及、推进成果转化。年会举办4个平行
论坛、16个分论坛，院士孙和平、陈焕春、王金
南，省科协名誉主席、武汉大学教授郭生练作主
旨报告。年会发布了湖北科技学术发展报告、
湖北省科技期刊蓝皮书、100篇湖北省优秀科
技论文、湖北省科技工作者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上线了全国首家省级科技期刊论文开放平台
——楚天科技期刊在线开放平台，12家全国学
会与省科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4. 承办2023世界交通运输大会

2023年6月14日至17日，由中国科协、交
通运输部、中国工程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
的2023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
以“创新 低碳 智慧 共享——更可持续的交
通”为主题，吸引了10余个国际组织的代表、30
多位国内外院士、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名
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开幕式暨主旨报告会、
平行论坛、交通科技博览会、科技成果发布、奖

赛活动五个板块，举办平行论坛261场，专项活
动44场，学术报告1700多场，墙报论文近2000
篇，成为世界交通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共同探
讨创新、推动创新、展示创新的国际化交流平台。

5. 举办湖北省首届科普亮宝大会和科普
嘉年华活动

全年共举办科普活动1万多场次，惠及群
众3111万余人次。9月举办首届科普亮宝大
会，让公众一站式感受科技馆和博物馆科普魅
力，33万余人参加网络投票。12月举办“聚荆
楚之星 扬科普之帆”湖北省首届科普嘉年华，
开展科学红毯、科学家说、科普沙龙、科普剧场
等系列活动，百余名科普工作者共谋科普事业，
此次活动直播吸引了70.3万人次观看。举办

“荆楚科普大讲堂”122场，吸引500余万人次
观看，其中，漫步天上的街市——星座辨识与天
象赏析活动，在线观众达318万人次。率先在
全国探索成立挂牌8家“院士科普工作室”，充
分发挥院士专家在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播科学
知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6. 省科技馆全年接待人数突破100万

省科技馆全年开放255天，接待观众突破
100万人次，接待团队746支。省科技馆开展
炫酷实验室科学秀、科学教室、活字讲坛等科教
活动2481场，参与人次达32万。打造省科技
馆原创新媒体科普品牌，全网关注度达120万
人次，总收看量约2300万，抖音科技馆数据报
告3个榜单进入全国前十，其中2项为第二。
举办科学家精神电影巡映等主题科普活动。助
力流动科技馆巡展26站，开展科普大篷车活动
27场，服务公众34万人次。吸引2572人次参

加“翱翔之翼”“小小讲解员”等志愿活动，累计
服务时长18004小时。邀请泰国馆、中科馆等
10位科技馆馆长来武汉参加“全球科技馆长
说”活动；举办全省科技馆联盟年会、专业技能
实训会等活动。

7. 人才举荐成果丰硕 新增五位两院院士

我省5名科技工作者增选为两院院士，4名
科技工作者和2个团队入选首届“国家工程师
奖”，11名科技工作者入选第三届全国创新争
先奖，1名女科技工作者入选第十九届中国青
年女科学家奖拟表彰对象。首次启动实施“湖
北省青年科技人才晨光托举工程”，资助50名
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开展学术研究、技术攻关、
国内外研学等活动。举办湖北青年科技论坛，
邀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专家进行专题培训，
打造青年科技人才交流观点、分享心得、碰撞思
想、提升能力的综合性平台。

8. 智库建设取得新成效

省科协智库建设聚焦省委、省政府重大决
策部署，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相关或
需要用科技手段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以及前
瞻性、战略性问题，从全省现代产业体系、流域
综合治理、数字技术与经济、乡村振兴、共同缔
造与共同富裕、生态文明与绿色低碳等方面进
行研究。科技创新智库立项19项，全年结题
19项；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湖北研究院战
略咨询，立项18项，全年结题51项。共提交
研究报告183篇，印发《智库专刊》44期，以其
他形式报送院士建议135篇，获国家领导签批
2篇，省部级领导签批25篇，市（州）负责人签
批9篇。42项建议成果被国家、省、市党委政

府采纳并由相关部门转化落地。

9. 举办院士专家“荆楚行”系列活动

省科协打造院士、专家荆楚行活动，先后组
织开展18场荆楚院士行、学会专家荆楚行、海智
专家荆楚行、智库专家荆楚行活动，推动创新链
与产业链相结合。省科协与省长江投资集团共
建“湖北省院士专家成果转化投资促进中心”，跟
进服务院士成果转化。加强“离岸基地”建设工
作，新增5家联系海外渠道。加强院士、专家工
作站动态管理，及时对接引入院士、专家资源，注
销合作到期的工作站，截至2023年底，全省院
士、专家工作站突破800家，其中院士工作站78
家、专家工作站733家，成为促进地方企业、产业
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

10. 成立湖北省科协乡村振兴学会联合体

省科协联合42家省级学会，成立湖北省科
协乡村振兴学会联合体，推动不同学科领域学会
跨界合作。推出《湖北省科协、湖北省乡村振兴
局关于联合实施科技人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的
意见》，协同推进助力乡村振兴“六大行动”。成
立27支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队，组建
48个产业顾问组并匹配科技专家210名。农函
大培训班全年培训农民群众近26万人次。实施

“百会进千村”“万名大学生入万户”计划，全年组
织学会活动359次，进入2888个（次）村；组织
26.9万人次大学生，深入3.2万户农户。开展科
技志愿服务行动，截至目前，累计组建科技志愿
服务团队数、注册科技志愿者人数、开展科技志
愿服务活动数次排名全国前十，省内多个个人、
团队及项目等获中国科协年度科技志愿服务先
进典型。全省科技小院总数达60家。

湖北日报讯（记者农新瑜、通讯员张晓雨）1月21日
晚，由文化和旅游部、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届中国
京剧艺术节在成都闭幕。闭幕式上，由湖北省京剧院创
作演出的新编历史京剧《优孟》获“优秀剧目”荣誉称号。

1月16日、17日晚，入选本届京剧艺术节展演剧
目的《优孟》在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连续上演两场，演
出同步在央视频、文旅中国等平台直播，总观看量超过
322万人次。该剧以“优孟衣冠”“优孟谏马”“庄王绝
缨”等历史典故为经脉，讲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发生在楚
王宫廷的一段脍炙人口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生动演
绎了一个历史小人物的大智慧、大情怀和大担当。

1月17日上午，在成都举行的新编历史京剧《优孟》
专家评议会上，来自全国的专家们对该剧给予高度评价。

据介绍，《优孟》是湖北省京剧院继京剧《曾侯乙》
之后，18年来又一部以丑行挑梁的戏，剧中主角优孟
由国家一级演员、2023年度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培
养计划入选演员谈元领衔主演，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
者王小蝉、万晓慧，国家一级演员江峰、袁婷、吕蒙等主
演。丑生、花脸、老生、青衣群英集会，众多优秀青年演
员联袂出演，既为演员的个性化表达搭建舞台，也充分
发挥了“一颗菜”精神，彰显了湖北省京剧院作为国家
级重点院团流派纷呈、文武兼备的风采。

我省新编历史京剧
《优孟》享誉蓉城

省文联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新春惠民
活动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