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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年之后，大面积的古建筑彩绘开始系统保护维修

匠心古法 重绘“三孔”

□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开学在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学别发愁。根据

省教育厅近日发布的《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情况》，
我省对各教育阶段学生都建立了资助政策，对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全
覆盖。

学前教育阶段，设立政府助学金，资助普惠性幼儿园3至5岁
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资助比例为在园人数
的10%，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200元。幼儿园每年从事业收入
中按3%－5%的比例提取资金，用于减免收费、提供特殊困难补助
等。上述政策在全国率先填补了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政策的空白。

义务教育阶段，在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杂费，对农村
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基础上，为农村家庭经
济困难寄宿学生发放生活费补助，资助比例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寄宿
生的15%，补助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学年1000元、初中每生每学年1250
元。

普通高中阶段，设立国家助学金，资助比例为普通高中在校生的
10%，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普通高中每年从事业收入中
按照5%的比例足额提取资助经费，专项用于孤儿学生、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学费和住宿费减免、设立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支
出。

中等职业教育阶段，自2013年秋季学期起，我省在全国率先全部
免除中等职业教育学费。设立中职国家助学金，资助比例为一、二年
级全日制涉农专业学生及非涉农专业学生的10%，补助标准为每生每
年2000元。

高等教育阶段，被我省高校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本专科新生和研
究生，可在入学前到生源所在地县级资助中心申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本专科生最高贷款额度为8000元，研究生最高贷款额度为
12000元，主要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

设立国家奖学金，奖励本专科生中品学兼优的学生，奖励标准
为每生每年8000元，覆盖面约为0 . 1%；设立省政府奖学金，每年奖
励本专科生中品学兼优的学生1000人，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6000
元；设立国家助学金，资助比例为本专科在校生的14%，平均资助
标准为每人每年3000元；设立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
的家庭经济困难本专科学生，奖励比例约为3%，奖励标准为每人
每年5000元；设立省政府励志奖学金，每年奖励品学兼优的家庭经
济困难本专科学生1万人，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设立新
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奖励资
助本专科生中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
少数民族学生，比例为边疆地区生源人数的10%，奖励标准为每生
每年平均5000元；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资助比例约为全日制研
究生的2%，博士每生每年3万元，硕士每生每年2万元；设立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标准和比例由高校自定，省财政按照博士生每生每年
10000元、硕士生每生每年8000元的标准以及在校生人数40%和30%
的比例给予支持。设立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覆盖所有全日制在校研
究生，硕士每人每年6000元，博士每人每年12000元；设立残疾大学
生励志助学项目，专项资助当年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和特殊高等
院校录取的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山东籍残疾人大学生，专科生4000
元，本科生6000元，硕士研究生8000元，博士研究生10000元。高校
每年从学校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5%，专项资助困难学生；建立健
全全额奖学金制度，对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学生免收学费和住
宿费，补助生活费；完善“绿色通道”制度，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顺利入学。

在上述政策基础上，我省还建立了生源地助学贷款还款救助机
制。对死亡、失踪、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家
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以及经济收入特别低的毕业贷款学生，启动救助
机制，为其代偿应还本息；实行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
家资助和直招士官国家资助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赴财政困难县艰苦行
业和县级特殊教育学校任教的高校毕业生，实行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
补偿等。

□ 本报记者 孟一

“彩绘承载的是一种宝贵的历史信
息，一般情况下只要能保护就不会选择重
绘，所以，做我们这行的，有些人一辈子
都摊不上几个活。”8月16日，在三代古
建传人、“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以
下简称“‘三孔’古建队”）油漆彩绘队
队长王明亮的一双巧手下，孔庙大成门上
一根原本已经看不出纹饰的横梁，焕发了
新的色彩。

王明亮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看着自己
的手艺化为“三孔”的一部分，仍止不住
满心痛惜。在这些彩绘工匠们看来，所谓
修缮，即便全部采用老材料、老技艺，渗
透入木纹的历史还是在自己落笔的那一刻
改变了，让他们心安的，是彩绘的生命能
够延续。

王明亮刚干好的这份活，是“三孔”
古建筑彩绘保护工程的一部分。 1 7 3 0
年——— 清雍正8年，一道天雷点燃了饱经
风霜的孔庙大成殿，“三孔”部分建筑被
迫进行抢救性大修。在此后的200多年
里，“三孔”古建筑的彩绘一直没有进行
过系统的保护维修，只是在单体建筑大修
时进行过局部的修复。２０１４年４月，文物
部门启动了“三孔”等古建筑彩绘保护工
程，经过前期的准备工作和试验性施工，
目前“三孔”古建筑彩绘已进入大面积修
复阶段。

据曲阜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三孔”等古建筑群现有房屋１３００余间，
建筑面积约３．２万平方米，彩绘面积约１４
万平方米。截至目前，彩绘保护工程《孔
府西路古建筑彩绘保护维修方案》《孔府
东路慕恩堂、报本堂建筑组群彩绘保护维
修方案》《孔庙东路古建筑群彩绘保护维
修方案》等８个方案已经得到国家文物局
的批复同意。另据立项报告及专家现场勘
察意见，工程预计需资金３亿多元，全部
完成需用３年－５年的时间。

曲阜市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主任孔
祥民表示，他们与中国文化遗产院合作，
运用国内目前最先进的检测、监测设备，
对“三孔”等古建筑彩绘材料进行保护性
取样分析，对古建筑彩绘进行断代分析，
为方案编制提供了科学真实的基础资料，
为彩绘保护修复提供了重要依据。

“要让后人修缮有据可查”

两扇门脸化身52份档案

“相机、毛刷、喷雾器、刻刀……工
具备齐了，上工。”8月17日天刚蒙蒙
亮，姜鲁就起床收拾起自己的“百宝
袋”。他摸过一把明晃晃的铁制刻刀，在
刀面上哈了口气，用袖口使劲搓了几下，
说，这把刀十几年没离过手，跟着他走遍
了全国各地的文物古建。

和其它“三孔”彩绘队队员不同，年
仅38岁却爬了20多年阁楼的姜鲁承担着一
份特殊的任务——— 为古建彩绘留存资料、
制作档案。像这样系统的彩绘资料搜集，
在“三孔”的修缮史上还是第一次。

彩绘修缮的前提是保护和传承。此次
的“三孔”彩绘保护工程有着明确的规
定：不做好完整的材料搜集，说什么都不
许开工。也因此，每每有工程列入修缮日
程，姜鲁总会第一个赶到施工现场，一边
熟练地使用照相机、摄像机这些新设备留
存图片和视频资料，一边操拾起老本行，
拓片、描绘、手绘原始彩画小样，待资料
搜集齐后装订成册。

在所有材料搜集整理的流程中，最复
杂的当属手绘原始彩画小样了。它不仅直
接影响到施工阶段的进度和效果，更关系
到能否最大程度还原彩绘原貌。

“保存完好的彩绘处理起来比较简
单，拓完片后用印蓝纸进行人工复写，再
借助测量工具依葫芦画瓢就行。可绝大多
数彩绘都已受到不同程度损坏，这时，再
画小样就得看工匠的技艺和知识功底
了。”从事油饰彩绘40余年的老工匠李蔚
明，是此次三孔彩绘项目的监理之一，他
告诉记者，“三孔”古建上的彩绘年代不
同、内容不同、绘画风格不同，囊括了和
玺、旋子、苏式三大彩绘形式、几十个小
类别。当你面对一块已经严重起甲甚至斑
驳脱落到面目全非的木梁时，单是准确判
断出其样式，已是难上难。

6月20日，孔府红萼轩修复工程启
动。画过的画比吃过的饭还多的姜鲁在爬

上房梁后竟然一下懵圈了，看着屋内梁坊
上仅剩的一小片纹饰，一向沉稳的他脱口
而出，“这画，从来没见过！”

“三孔”彩绘的修复只能恢复原
貌，不容许任何出新。判断不出绘画风
格和纹样样式，按着想象修复，意味着
改变了历史，是大忌。姜鲁见状马上拍
下照片，再一头钻进资料室，没日没夜
的翻图集、问专家，花半个月时间终于
找到了那块梁坊彩画的出处，这才严格
按照图样绘制。

“一块横梁三五天，两片木门俩仨
月，在我们这是常事。”王明亮把刚整理
出没多久的孔庙大成门资料展示给记者
看，仅两扇门脸及附属的木结构纹样，就
整理出52份档案，塞满了半个资料柜，而
这只是“三孔”古建14万平方米彩绘中很
小很小的一部分。档案中清楚记录着彩绘
中每一根线条的粗细、间距、色彩，为的
就是在往后需要再修缮时，后人能有一份
足够详实和清晰可操作的文图资料。他
说，只有把这项工作做实了，才能安心开
始修缮工程。

“桐油猪血硬似铁”

新材料远不如老搭档靠得住

8月10日，骄阳把曲阜烤至37度的高
温。在古建队里的一个修缮材料储备处，
49岁的彭宝法在空旷的场地上支起一口大
锅，点燃柴火，拿起一根高粱杆，剥掉外
皮伸进锅里搅和。没出5分钟，汗水就把
衣服全部浸透了。

熟桐油，古建领域的核心建筑材料之
一，用处几乎可以覆盖修缮的全流程。桐
油加猪血混合成的“老水泥”，在古建木
结构保护中必不可少，涂在彩绘表面，有
助防虫防腐。就是这样一种用途广泛、用
量巨大的必备材料，却鲜有人能熟练掌握
其熬制技法。在有着60多人规模的“三
孔”彩绘队中，老彭就是为数不多的能将
熬桐油这道工序做到万无一失的行家里
手。

“熬油难，难在对火候的把控。火候
不够油不干，粘性不达标；火候过了油就
废了，完全没法用。成与不成间，往往取
决于那短短几秒钟的成品期。”曲阜市文
物局原副局长徐会臣是位标准的“古建
通”，他一边比划一边说，这就好比熬糖
做拔丝山药，熬不好结块、不出丝，熬过
了发黑、发苦，而判断熟成的标准全靠经
验积累，没有半点捷径可寻。

经过一段时间的熬制，油锅中开始升
起阵阵白烟，彭宝法的神色突然开始变得
严峻。他支起耳朵细听油泡翻滚的声响，
随即轻轻将高粱秆从油锅中提起，死死盯
住油花散开的样子，见油花稍一绽开便即
刻收住，他立刻停止了加热，触手处扯出
的丝线黏连度刚刚好，这油就算是熬成
了。彭宝法看着满锅桐油长长地舒了口
气，开始叫人盛装、配送。

“和这一锅油打交道30多年了，它是
啥脾气，咱也算是摸得比较透的。”谈起

自己这手绝活，彭宝法言语间透露着些许
自豪。他说，熬油不仅要靠看、靠听判断
熟成度，不同季节熬油加干燥剂也各有讲
究，夏天熬制要多加章丹（矿物材料），
冬天熬则要添土籽（矿物材料），哪一种
原料配不到位都会影响油的品质。

“三孔”彩绘修缮，秉持的是老手
艺，使用的是老原料。在这些整日与古
建面对面“交流”的匠人们看来，油漆
一年掉色、两年起皮，化学颜料的色彩
刺眼、轻浮，完全无法替代巴黎绿、群
青等矿物颜料……新材料远不如他们的老
搭档靠得住。

“桐油猪血硬似铁。在桐油中加入猪
血、砖灰、面粉，就变成了我们最常用的
油灰地仗。”入行40年的廖承春一边在木
梁周围抹着油灰，一边解释称，所谓“地
仗”，就是将桐油猪血以及麻、布等材
料，包裹在木构件表层形成的灰壳，主要
起保护木构件的作用，也是彩绘的基层。
地基打得越牢，建筑保护得越好，彩绘也
才更顺利。

“入行第一天起师傅就教育我，做
修缮是‘起死回生’，要对传统文化和
老手艺心存敬畏，要有耐心。”57岁的
廖承春已经有了37年的彩绘工作经历，
他对自己的职业有这样的理解：修复者
要全身心投入原作者当时当地的状态，
用自己的心血让已经暗淡的绝世之作恢
复光彩。

“要有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的匠人精神”

数一下龙爪就能判断出年代

明代收藏家、装裱工艺家周嘉胄提
出过，画作修复良工应具备“补天之
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
四项标准。彩绘修复亦同此理。除了修
复的专业技术要精湛，真正的大师，同
时要有良好的绘画、书写功底，熟悉绘
画史，懂得每一类画作的笔法走势、笔
锋脉络。

“拿古建上常见的龙来说吧，历朝历
代龙的画法都不一样，所谓‘元秀明狰清
庄’，说的就是元朝的龙圆润清秀，明朝
的凶恶狰狞，清朝的威风庄严。”谈起彩
绘画作，王明亮如数家珍。他说，明朝的
龙多为四爪，清朝的龙为五爪，熟悉这些
特征不仅对彩绘修缮大有裨益，更有助于
进行彩绘年代和风格判断。

从最初的线麻加工、捉缝灰，到刷墨
青、拍谱子，再到填色、退晕和贴金，经
过整整24道工序，一幢古建筑体的油饰彩
绘才算真正完成。这些步骤有些单拉出来
看似简单，但每一个细节都是容不得丝毫
大意。

在地仗工作完工后，站在两层楼高的
大成门椽子上，王明亮手执一个像奶油袋
样的颜料包，对一条修缮过后的龙图案沥
粉。

“沥粉”是和玺彩画的一道特有工
序，多用于宫廷、庙宇的彩绘，操作是像

挤奶油一样沿画面轮廓粘涂材料，使画面
变得更加立体、生动。其技术难点与挤奶
油异曲同工，讲究一笔呵成，如果中间断
掉，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而“贴金”环节更是拿真金白银在考
验技术的精湛程度。王明亮拿着薄薄的金
箔给记者看，一张9 . 33（cm）×9 . 33
（cm）的金箔价值7块多钱，换算成克为
每克420元。在贴金过程中金胶油凉了贴
不住，几天就会脱落造成浪费，热了则金
箔会发黑影响美观，何时贴金、何时上色
全是老辈一代代传下来的。

在一本颇有年头的《工商记事》
中，记载了清朝曲阜手工业的概况。书
中记载的王记木匠铺，就是王明亮的祖
先从道光年间便开始经营的作坊。他们
祖祖辈辈在“三孔”从事油漆彩绘工
作，对王明亮而言，接过父亲手中的画
笔就是一种传承。“门里出身”的王明
亮童年时期就在孔府里玩耍，三孔的一
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他儿时的记忆，
他愿意把三孔当做自己的家去修缮、去
爱护。如今他的后辈也都相继来到曲阜
市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工作，传承在
画笔的交接与更迭中进行。

匠人之所以是匠人，而不同于机械重
复的劳作者，是因为匠人追求的不是工件
和数量，而是价值和品格。“《装潢志》
里讲：‘窃谓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
意思是说，装裱一事，是决定书画命运的
大事。字画必然会老化，而且会循环老
化，所负载文化的延续和保存都在这些修
复者的手上。这话换到彩绘上同样管
用。”王明亮坦言担不起“匠人”这个头
衔，但他坚信：无论是何种手艺，凡达到
顶尖水准，除了天赋和勤奋，必定还需要
坚定不移的信念作为支撑，这，才是一辈
子只做一件事的匠人精神。

核心提示

曲阜孔庙、孔府、孔林古建筑群是中
国封建社会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
征，与北京故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并称
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1994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三
孔”以丰厚的文化积淀、悠久的历史、宏
大的规模、高超的建筑技术成就著称于
世，为研究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具有极高
的历史文物和科学艺术价值。

由于历史、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
“三孔”古建筑的彩绘长期以来没有进行
过全面的系统的保护维修，时至今日，许
多早期的建筑彩绘已经严重起甲或斑驳脱
落，甚至漫涣不清，开展抢救性、研究性
保护维修工作已迫在眉睫。此次保护维修
按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的
“四保存”原则进行，主要力量为1953年
成立的“三孔”古建队，如今称为“三
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60多名油漆彩绘
队队员多为家传技艺，祖辈、父辈就从事
孔氏家族的房屋修缮保养。

背景

开学在即，贫困生
都有哪些资助

省教育厅：从入幼儿园到读研究生都有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山东省纪委监察厅网站获悉，德州市纪委通

报近期查处的5起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典型问题。
陵城区滋镇小学原副校长杨新东违规操办“升学宴”问题。杨新

东违规为其子操办“升学宴”并收受礼金，另涉及其他问题，陵城区
教育局给予杨新东降低岗位等级处分，并按程序免去其副校长职务；
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乐陵市花园镇刘武官村党支部书记刘观华为其孙子违规操办喜宴
问题。乐陵市纪委给予刘观华党内警告处分。

齐河县晏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翟建飞为其祖母操办丧事时，违规
收受礼金；违规为其女儿操办“升学宴”并收受礼金。齐河县纪委给
予翟建飞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平原县前曹镇大张村党支部书记张宏光违规操办婚事问题。平原
县前曹镇党委给予张宏光党内警告处分；前曹镇党委对负有监管责任
的贾庄片党总支书记赵鹏进行诫勉谈话。

庆云县东辛店镇人大主席团主席栾保升借喜庆事宜违规收受
礼金问题。庆云县纪委给予栾保升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
收缴。

副校长违规

为子办“升学宴”
德州市纪委通报5起

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典型问题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山东省纪委监察厅网站获悉，东营市纪委通

报2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东营区辛店街道孙路社区居委会违规发放纪念品问题。东营区纪

委给予孙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路士敏党内警告处分，并责
令有关人员退赔违规所得。

河口区河口街道东劝村违规发放补贴问题。河口街道党工委给予
东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牛建国党内警告处分。

违规发放的纪念品

被责令退赔
东营市纪委通报2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游客在孔庙大成殿前拍照留念。 大成门上的纹饰，又焕发了新的色彩。 古建队员整理的一册册修复资料。

“三孔”古建筑彩绘保护工程是“三孔”自明清以来的首次系统性的保护维修，预计需要资金3亿多元，用时3-5年，备
受世人瞩目。

修缮工程秉持的是老手艺，使用的是老原料。从最初的线麻加工、捉缝灰，到刷墨青、拍谱子，再到填色、退晕和贴
金，经过整整24道繁杂的加工工序，一幢古建筑体的油饰彩绘才算真正完成。这些步骤有些单拉出来看似简单，但每一个细
节都饱含了匠人们的心血。

彩绘修复要经过一道道复杂的工序，每一个细节都饱含了匠人们的心血。（□孟一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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