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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2021 年 1 月 15 日是

遵义会议召开 86 周年纪

念日，作为一名遵义人，能

为这个红色城市保留一点

文化记忆，做一点小小的

贡 献 ，我 深 感 光 荣 和 欣

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

区老城街道办事处居民杨

敏志说。

今年80岁的杨敏志是

地道遵义人，居住的地方

距离遵义会议会址不远。

20世纪80年代，他开始收

藏遵义会议会址的门票，

一聊起来，就仿佛打开了

他的“话匣子”。

杨敏志年轻时擅长摄

影，靠摆照相摊谋生。他喜

爱旅游，经常到全国各地旅

游拍照片，而每到一个景

区，他会特别留意门票。“门

票上一般都是景区的美丽

风光，我把它们带回家，压

在书桌的玻璃下面，没事就

仔细欣赏。”杨敏志说。

慢慢地，门票收藏成了

杨敏志的业余爱好，特别是

收藏遵义会议会址门票。20

世纪 80 年代，公众参观遵

义会议会址需购买 2 角钱

一张的纸质门票。但杨敏志

寻觅收藏时，最早的这批纸

质门票刚刚淘汰。不死心的

他四处苦苦寻找，两年后，

终于在遵义会议会址后的

一片竹林里，找到一张完整

的会址早期门票，这令他如

获至宝，保存至今。

记者看到，这张浅粉色

的纸质门票仅有火柴盒大

小，票面印制着“遵义会议

会址后花园 门券 贰角”的

字样。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

馆长田兴咏说，这应该是遵

义会议会址最早的门票。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

敏志从杂志上得知，全国

有不少人和他有着同样的

爱好，而且各地经常举办

民间的门票收藏展。作为

门票收藏爱好者，杨敏志

自然不肯错过，一些藏友

听说他来自革命圣地遵

义，主动找到他住的旅馆

房间，要求交换遵义会议

会址的门票。这令他深受

感动，也备受启发。

“在和全国各地藏友们

交换门票的过程中，我大开

眼界，也产生了为遵义会议

会址设计一套新式门票的

想法。”杨敏志说。1994年，

遵义会议召开 60 周年前

夕，杨敏志在征得遵义市相

关部门同意后，无偿为遵义

会议会址设计了一套 6 张

的纪念门票。记者看到，这

套门票分别印制着遵义会

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

址、红军烈士陵园、娄山关

等遵义红色景点的彩色照

片，这些照片都是杨敏志拍

摄的。照片的右边，还印制

有“遵义会议 ’95 六十周

年纪念券”的字样。

“这套门票的底版是

银灰色，不抢色，‘遵义会

议’4 个大字是烫金的，比

之前的塑胶票看起来更精

美大气。”杨敏志自豪地

说。这套纪念门票印出后

得到国内不少藏友的点

赞，许多外地藏友纷纷来

信征集收藏。

遵义会议会址面向公

众开放以来，会址门票数

次更换，除了20世纪90年

代末的一套门票，由于发

行时间太短，杨敏志没有

收集到之外，他几乎收藏

了遵义会议会址各个时期

的门票，共计26张。

近 40 年来，遵义会议

会址的参观人数从每年几

千、上万人次，增加到每年

几百万人次，最高时超过

500万人次，门票“块头”从

小变大，从简单几行字到文

图并茂，金额从2角、2元，

增加到6元、20元。杨敏志

说，2008年，遵义会议会址

开放免费参观后，门票越来

越大气，也更具收藏价值。

“在我看来，每一张门

票不仅是一张‘通行证’，

也是一座城市给外地人的

‘第一印象’。”杨敏志说，

“遵义会议会址门票，是遵

义这座红色城市的‘文化

读物’，更承载着遵义会议

召开 86 年以来，这座城市

满满的红色精神和情怀。”

吐谷浑的“王者之城”

文/新华社记者 白玛央措

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18日公布了吐谷浑伏俟城的

钻探调查报告。专家表示，本次调查采集了大量瓦片

和陶片，取得了丰硕成果，是吐谷浑王城多年未有的

突破性新发现。

据考证，“伏俟”为鲜卑语，汉语意为“王者之城”。

2019年10月7日，伏俟城遗址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名单。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研究馆员刘卫鹏介绍，

2018年7月至9月、2020年7月至8月，为配合丝绸之

路南亚廊道青海段的申遗工作，考古人员对青海省海

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的吐谷浑伏俟城进行

了大规模钻探调查。

通过两年工作，考古人员厘清了内城城内建筑

布局，发现并确定了外城北墙和城门，在外城南部

发现房址和灰坑，并在外城以外的东、北、西三面发

现城址 4 座，夯土高台 5 座，人工堆筑高台 1 座，居

住址 1 处。通过考古钻探和遗物测年，联合考古队

确定了青海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城就是吐谷浑

伏俟城，其时代从南北朝延续至隋和唐初，宋代对

其进行了利用和重修，印证和补充了历史文献的记

载。

考古人员认为，本次调查成果是吐谷浑伏俟城

多年来的重要新发现，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吐谷浑遗

物首次被发现和辨认。“长期以来，吐谷浑的物质遗

存一直迷云笼罩，在伏俟城内、外城和外围遗迹点

采集到大量瓦片和陶片，种类多样，纹饰丰富，有的

瓦片上还有文字，陶器上大量装饰绳纹和折线纹，

为认识、确定吐谷浑遗物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刘卫鹏说，本次钻探调查众多的新发现，填补了伏

俟城布局的大量空白点，既为吐谷浑伏俟城的保

护、规划和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资料，也为丝绸之

路南亚廊道青海段申遗工作确立了一个极为重要

的支撑点。

思露花语

人生如博弈，既要有智谋，又应有攻略，其要谨防

的是举棋不定，而更当切记的是落子无悔。

剪修人生的枝叶，要靠修养的修度；滋养生命的

花朵，要靠涵养的涵容。

人生的悲喜，不仅仅在于心里装有多少苦乐，

而更在于以什么样的心态调适和以怎样的心境解

悟。

友谊需要维护，友情需要守护，友爱需要呵护，友

善需要惜护。

只要奋进，就会前行；只有挺进，才会远行——如

此坚持不懈，目标在心中，追求在脚下，成功就在前

方。

励志的格言，志者最有所觉；睿智的格言，智者最

有所悟。

真情才有实意，深情才有厚意，浓情才有蜜

意——如此，情意绵绵，方可情常意常。

心知肚明，有时却不置可否，其要么是不便明

说，因为怕伤情面；要么是不能点透，因为有辱尊

严。

无论是谁，如果一旦被讨嫌，一定有烦人之处；无

论何时，如果一旦被嫌弃，一定有恼人之处。

与人与事，不是不可比，看怎么攀比。若比上不足

时，则闷闷不乐，而比下有余时，则沾沾自喜——如此

比来比去，其越比越没志气，越比越显俗气。

大智若愚和一得之愚，此愚非彼愚——其智愚决

不会唯利是图，而愚得则必然利欲熏心。

常人不是能人，能人多是强人，强人自强不

息；憨人不是庸人，庸人多是俗人，俗人俗不可

耐。 文/巴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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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里的红色记忆
文/新华社记者 李惊亚

在沈阳故宫古钟表联

合修复室内，5座修复完成

的清宫钟表“复活”了。这

些百年前精美灵动的钟

表，在修复师的手下再次

焕发生机。

参与修复的北京故宫

博物院古钟表修复室研究

馆员王津说，文物钟表的修

复一直遵循着“不改变文物

原状”的原则，故宫钟表修

复技艺已延续了300多年。

清康熙年间，养心殿造

办处下以制造、修复钟表为

专职的做钟处成立，乾隆年

间达到鼎盛，嘉庆以后，做

钟处逐渐衰落，至 1924 年

逊帝溥仪出宫后做钟处结

束其使命，但依旧有匠人留

在宫中从事古钟表的保养

与修复，因此故宫的钟表修

复技艺，300多年间从未中

断过，且延续传统修复技

术，代代心手相传。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

李声能说，作为当时皇帝的

高级机械玩具，宫廷钟表有

着极为精巧复杂的机械传

动系统和工艺。正因如此，

钟表需要持续不断加以维

护，钟表修复技艺也成为唯

一在故宫延续下来且没有

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故宫博物院古钟表修

复室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古钟表

修复技艺”的唯一传承单

位。古钟表修复技艺主要

依靠传统的师徒制，王津

正是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第

三代传承人。

1977 年，王津来到故

宫博物院从事文物钟表修

复与保护工作，与此同时，

故宫第一代钟表修复师徐

文磷的儿子、第二代钟表

修复师徐芳洲正式退休。

站在徐芳洲的工作台前，

摸索着使用他留下的工

具，王津静下心来，对抗时

间在钟表上留下的痕迹，

成为一位“修复时间”的

“魔法师”。

“作为明末以来西学

东渐下的产物，文物钟表

是故宫博物院众多文物库

藏品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种

类，是反映明清时期中国

宫廷中西文化交流盛况的

重 要 遗 存 。故 宫 藏 钟 表

1500 余件，以乾隆时期为

最，年代跨度从十七世纪

至二十世纪初。”王津说。

44 年来，王津修复的

各类文物钟表有300多件。

为了传承这项传统技艺，他

还主持完成了多项课题任

务，悉心收徒弟、传帮带。

一部《我在故宫修文

物》的纪录片，让王津这位

低调的大国工匠为人所熟

知，也让更多年轻人开始对

古钟表修复有了兴趣，想要

拜师求艺。王津说，现在修

复室里的修复师，都是纪录

片热播之后收进来的。

“透过文物，你可以看

见前人的匠心精神，也可

以窥见一个时代的兴衰更

迭。”在王津看来，钟表修

复比较枯燥，要想修好一

件馆藏古钟，耗时少则两

个月、多则一年，只有真正

喜爱这项事业的人，才可

能耐得住寂寞。

“择一事，‘钟’一生。”

王津这样概括自己的职业

生涯。让时光留下痕迹的

钟表重新绽放光彩，王津

和修复师们用时光对抗时

光，用极致、坚守致敬前辈

的工匠精神。

择一事 钟一生
文/新华社记者 赵洪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