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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历史的讲述者，而让文物“开

口”的人，是一群沉默的匠人。

修复一幅古字画，常常要调色试笔数

十日；还原一件青铜器，动辄要拼补百余块

碎片；重建一座古建筑，可能要打上千根榫

卯。但文物上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展柜的

灯也从不照向他们。

近日，来自 30个省（区、市）的 293名文

物修复师齐聚四川省泸州市，登上 2025年
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文

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以下简称“国赛”）的

舞台。这一次，聚光灯下的主角是他们。

考 题

7月 4日早 8:30，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

赛区的比赛正式打响。见到静静躺在修复

台上等待自己的“考题”时，95后选手刘鎏

有点懵。

那是一幅清代的花鸟条屏作品，画中

几只麻雀跃然梅枝间，栩栩如生，只是纸

张残缺破损得厉害，了无生气。在首都图

书馆做古籍修复师的 5 年中，刘鎏从没经

手过残损如此严重的古画，头一回碰到，竟

是在国赛上。

她对着画细细“诊断”起来：纸张强度

很差，返黄脆化严重；有装裱痕迹，应该被

前人修复过；画面缺失面积大。但是没关

系，她是科班出身，有扎实的绘画功底，对

全色（填补古书画缺失部分的颜色——记
者注）很有信心。不出差错的话，这也是她

这次比赛的主要“拿分点”。

古书画的修复流程复杂，最核心的是

洗、揭、补、全 4个步骤。用刷子和温水一遍

遍清洗后，画看起来“精神”点了，刘鎏眉头

也舒展了些。她翻到背面开始揭画心，为后

续修补清理出干净的基底。

随着两层加固的背纸被揭下，命纸慢

慢显现出来，刘鎏的心也渐渐沉了下去。命

纸是紧贴画心的最后一层托纸，于画心而

言是性命攸关的存在。然而此刻她眼前的

命纸上，前人留下的修补痕迹斑驳粗糙，多

个土黄色的大洞生硬突兀，伴有明显霉变。

“如果前人的修复合理，是可以保留

的，但他修补的材料、方法都很不合适。”要

不要花费大量时间揭去前人修补的部分？

刘鎏犯起难来。对于一场“考试”来说，不

“死磕”难题，把时间留给擅长的题目才是明

智之选。两天的赛程加起来不过 15个小时，

身边一些老师傅早已领先她好几个步骤。

但是躺在她面前的不是“考题”。“它是

件真正的文物。”刘鎏说，“我不可能为了赶

时间，就省略一些步骤，让修复变得敷衍。

按照文物修复原则，我必须去除这种不合

理的修复痕迹。”

揭！做出这个决定后，她的心情“像坐

过山车一样”，“有些地方好揭，我就轻松一

点，遇到难揭的，又很迷茫”。第一天赛程结束

时，不少选手已将书画上墙绷平，进行最后

的全色步骤，而刘鎏还没有完成补的部分。

回去后，她大哭了一场。

作为选拔赛时北京市纸张书画文物修

复师的第一名，来到这里，刘鎏背负了很多

期望和压力。但每个人抽到的文物不同，如

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守住文物也守住原则，

考验着每一个文物修复师。

第二天赛程尾声，刘鎏只给全色环节

留了 1个多小时。虽然最终未能拿奖，但她

很坦然，“修 5 年和修 10 年肯定是不一样

的，回去要多积累经验，下次也会更沉着”。

国家文物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专

家库专家张立方是本次大赛实操比赛的

总裁判长之一，在他看来，选手修复不同

文物“不是比风格，不是比大小，也不是比

具体方法，而是比修复过程中展现的能

力”。这种能力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而

是要先有好的价值判断、对文物的尊重和

保护它的使命感。不管做什么，有一些东西

是相同的”。

冰与火

还没走近金属文物修复师赛区，就能

听到锤子“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闻到焊枪

灼烧金属的烟焦味。但是走进赛场，氛围却

没有那么热闹。55名选手端坐在各自的椅

子上，许久也不挪动一下，冷静的表情像是

和手中冰凉的金属同一个温度。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金属文物修复

师张小云正盯着自己的修复对象——一件

残破的宋代铜钵。铜钵重 215克，缺失了近

40%的部分，断裂的口沿只有约 1毫米的厚

度，已经有些矿化，像是半个破碎的蛋壳。

工作以来，张小云从没独立修复过器壁这

么薄的文物。

按照她以往的经验，加热矫形是修复

金属文物的重要一步，但这一次面对脆弱

的铜钵，她觉得不能这么做。张小云用手术

刀轻轻刮了刮断口，发现器壁无金属性，稍

微用力就有碎块脱落。确定自己的解题思

路后，她大胆地跳过了矫形步骤。而这个关

键的决定，也让她最终收获金属文物修复

师项目三等奖，实现了青海省在国赛中零

奖项的突破。

金属文物修复师这个“冷门”职业，张

小云做了 9年，也习惯了坐“冷板凳”。这一

次获奖，张小云归结为“幸运”。“只是刚好把

这道题解好了，但是其他题还得继续学，还

要慢慢解。”她说，“回去踏踏实实接着干！”

同一时间，考古探掘工赛区“热”火朝

天。大赛期间，泸州市平均最高温度超过

35 摄氏度，在两个室外考古赛场，连沙土

都有些烫手。为避开高温，选手们早上 5点
多就扛着探铲、铁锹等工具前往赛场，晚上

10点才收工。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日常。”来自黑龙

江的 24岁考古探掘工尤菊说。考古勘探与

发掘行业因工作条件艰苦，对体能要求高，

鲜有女性从业者。但今年有 3 名女选手进

入考古探掘工项目的总决赛，尤菊就是其

中之一，也是该项目年龄最小的选手。

从业 4 年，风吹日晒是常态，但尤菊

从没觉得苦，反而觉得充满“惊喜”，“能

跟几千年前的人在同一片土地上对话，

这很奇妙，也很快乐”。虽然体力不比男

性，但她觉得自己可以用毅力和耐力弥

补，“我做得慢，但我可以歇一下再接着

做，一直做”。

这些年，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进入文物

修复行业，国赛中的年轻面孔也越来越多。

在四川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智彬看来，

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好事，“但我要给年轻

人‘泼一盆冷水’，考古和文物修复都是极

其艰难漫长的工作，年轻人必须爱好，也必

须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尤菊说。

文物修复是个“冷板凳”，但年轻的文

物修复师有一颗滚烫的匠心。

木承石续

本次大赛中，老中青三代技能人才同

台竞技，最年长的选手有 59 岁，最小的仅

19 岁。年轻人是文物修复行业的新鲜血

液，但在木作文物修复、泥瓦作文物修复等

领域，老师傅仍是主力军。

作为传统建筑的核心工艺，木作负责

搭建建筑结构，泥瓦作负责砌筑建筑外观，

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骨”与

“肉”。本次木作文物修复师赛区的考题是

制作“一斗二升交麻叶”（清代斗拱构件的
一种经典形制——记者注）。

在一众短寸头发、脚踩布鞋、平均年龄

47岁的老师傅中，箍着辫子的 19岁小姑娘

张玥格外引人注目。作为该项目唯一的女

选手，她的年龄比其他人的平均从业年限还

要小，但干起活儿来十分麻利。“都说这个行

业‘越老越吃香’，我不这么认为。只要我努

力，说不定也不比老师傅差。”张玥笑着说。

在场的老师傅中，有一位还真是张玥

的师傅，他就是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

学院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教师王振之。

张玥既是他专业的学生，也是他门下的徒

弟。“我收徒不看手艺，看心性。”王振之说，

“张玥这孩子专注，能沉得下心来。”为了这

次比赛，师徒俩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每

天训练 14个小时，身有旧伤的王振之时常

要靠止疼片坚持。

但比赛强度大，直至结束，张玥也没能

完成制作。赛后一周，她给记者传了一张照

片，是一套精致完整的“一斗二升交麻叶”。

“当时没做完，有点难受。”张玥发来一个哭

脸，“这次没计时，就想做一套好的。”王振

之说，在返程路上，徒弟就定下目标，“回去

必须照着第一名的样子干”。

在泥瓦作文物修复师赛区，24岁的小

将伊文龙从 39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击败众

位老师傅一举夺魁。在几乎看不到年轻人

的泥瓦作文物修复领域，伊文龙像一颗承

载厚望的种子。“要是没有年轻人进来，那

往后谁来修中国古建筑？这个领域需要我

这样的年轻人！”伊文龙说。

和他同组的 59 岁选手张祝兵是年龄

最大、从业年限最长的参赛选手。因体力跟

不上，张祝兵最终没能完赛。颁奖典礼当

天，他远远地看着意气风发的伊文龙，表情

欣慰。前一日，记者问他是否有拿奖目标

时，张祝兵笑着说：“目标还是留给年轻人

好，毕竟以后要靠他们传下去。”

妙手补千年：文物修复师“决战”国赛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继璇
记者 蒋肖斌

近日，在四川省泸州市举行的 2025年
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文

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上，00后小将伊文龙

在泥瓦作文物修复师赛区冲出重围，成为

本届大赛年龄最小的一等奖获得者。在该

赛区 39名平均年龄 47岁的参赛选手中，伊

文龙的夺魁之路并不容易。

记者走进泥瓦作文物修复师赛区，仿

佛步入了大型工地。空气中弥漫着灰浆特

有的味道。每名选手面前都堆放着各类石

材和原料，刨子、斧子、砌刀、水桶等工具摆

了一地。

一众老师傅中，一个高大壮实的小伙

子十分显眼。他皮肤黝黑，身穿迷彩裤子和

条纹袜子，脚下却踩了一双黑色的老布鞋。

24岁的伊文龙是场上年龄最小的选手，但

要论接触泥瓦作的年限，他称得上是一名

“老师傅”。

伊文龙出身于河北一个工匠世家，在父

亲的熏陶下，他从小就对泥瓦作很感兴趣，

13岁就跟着父亲在家学手艺。4 年前，他第

一次离开父亲的庇护，在工地上接触到墀

头墙这种建筑构件。“当时别的师傅都会

做，就我不会。”伊文龙回忆，那时受到的冷

遇让他“特别失落、闹心”，“后来我就在一旁

看别人干，偷偷跟着学”。从半生不熟到得心

应手，墀头墙被他视为人生走向独立的重要

转折点。而这次大赛，在看到考题是墀头墙

的那一刻，他感到“像是命运的安排”。

墀头墙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极具特色的

装饰构件，位于山墙（建筑物两端的横向外
墙——记者注）两端檐柱之外，衔接山墙

与屋檐。作为本次泥瓦作文物修复师赛

区的考题之一，16 个小时的实操比赛

中，选手要完成墀头墙的瓦垛砌墙、砖

体加工、封山挂瓦等全部步骤，十分考验

综合能力。

据裁判介绍，墀头墙这组考题里，最见

功力的环节是砍砖。制作时，伊文龙把这块

“最难啃的骨头”放在优先位置，花费了不

少时间。他砍出来的砖料线条稳定流畅，拼

接处严丝合缝，点睛处的弧形“博风头”看

不出丝毫劈砍痕迹，浑然天成。一名裁判点

评道：“这砖从线条上就能感觉出自信，非

常有精气神。”

伊文龙也确实是个自信阳光的男孩

儿。虽然年纪小，但经年累月的积累和刻苦

训练给了他充足的底气。他曾参与过明十

三陵、北京潭柘寺、北京白浮泉遗址九龙池

等古建筑的修缮工作，“论经验我不一定比

老师傅差”。

伊文龙说，自己之所以擅长砍砖，除

了功底扎实外，还因为有合适的工具。他

用来切砖的锯是自己改造的，能大大提

升切割效率，还得到过有关专家的认可。

“好多工具都是我自己做的，用着趁手。”

伊文龙咧嘴一笑，“我平时就喜欢边干边

琢磨这些。”

性格爽朗的伊文龙在工作中话并不

多，干起活儿来耐心又细致，“既然要干，我

就得把它干好了，不能迷迷糊糊的”。他举

例，在比赛中砌丝缝墙时，砖与砖之间的灰

缝厚度要统一在 2-3毫米内，要达到灰缝

统一、横平竖直的要求。对于泥瓦作，伊文

龙说自己“越干越喜欢”，“热爱才会上心，

要先学会付出，再谈收获”。

这份付出也让他得到了期待的回报，

捧着一等奖奖状时，伊文龙又咧嘴笑了。赛

后，泥瓦作文物修复师赛区裁判徐会臣给

出了很高的评价，不少评委都给这名小将

“几乎打出了满分”，而他也认为伊文龙是

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选手”，“我们希望他

能成为年轻工匠的目标和榜样”。

因工作艰苦，泥瓦作文物修复领域很

少有年轻人。有时夏天在建筑屋顶工作，瓦

面的温度能超过 50 摄氏度。“站上去都跟

烤肉似的。”伊文龙说。虽然辛苦，但他永远

忘不了父亲的一句嘱咐：“既然干这个，就

不能丢人。”“我的技艺、精神都不能丢人。”

伊文龙说。

00后泥瓦作“老师傅”拿下国赛一等奖

□ 姚 明

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壮阔史诗中，

管桦创作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以芦花

村少年雨来的成长轨迹，镌刻下一个跨越

时代的精神坐标。这部诞生于 1948年的红色

经典，依托冀东抗日根据地的烽火硝烟，将

儿童视角与家国情怀熔铸为不朽的文学丰

碑。2023年 12月，中国现代文学馆藏管桦《小

英雄雨来》手稿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手稿与冀东抗战血脉相连

管桦的文学根系深植冀东大地。1938
年 7月，冀东 20万工农抗日大暴动席卷燕

赵大地，其父鲍子菁率部收复玉田（今河北
省唐山市玉田县——编者注）等九县，切断

日军命脉北宁铁路。少年管桦避居天津时，

通过鲁迅《呐喊》与茅盾《子夜》，埋下了文

学火种。1940 年，他返冀参加八路军，任

《救国报》随军记者，亲历 30 余次战役。战

地笔记中记载的儿童团员事迹，成为“雨

来”的母本。他们以单薄肩膀扛起红缨枪，

传递鸡毛信，用生命守护交通线。

两个刻骨铭心的场景点燃创作火花。

1945年玉田战役中，一名十三四岁的带路

少年被日军子弹贯穿太阳穴，倒在管桦臂

弯，怀中识字课本浸透鲜血。同年冬日，一

名孩子将日军引入地雷阵，与敌同归于

尽。这些悲壮画面与管桦在还乡河畔的童

年记忆交融，夏日摸鱼、渡口传信、夜校识

字……这种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叠合，

使小说兼具历史真实与艺术感染力。

1948年，管桦因战伤转业至东北文职

单位。在沈阳煤油灯下，他完成了初稿《雨

来没有死》，手稿以蓝黑墨水书写于竖排格

纸，字迹遒劲如刀刻。管桦曾坦言，“我把

30 多个孩子的故事熔铸成雨来”，如夜校

场景、诱敌情节均取材于晋察冀边区的真

实事迹，而“我们是中国人”的呐喊，则浓缩

了冀东百姓面对刺刀时的万众同声。这种

“捏合现实”的创作法则，使小说成为抗战

军民的精神造影。

以儿童视角重构抗战叙事

1948年 3月，《雨来没有死》首刊于华北

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副刊；1949年 4月 4
日，《人民日报》修订刊发，引发全国少先队

学习浪潮；1951年结集出版，首印万册 3个
月售罄，后选入全国统编初中语文课本。

1954 年冬，管桦三赴冀东，在还乡河

冰面重走情报路线。最终完成的《小英雄雨

来》篇幅大增，强化了民俗风情与心理描

写。芦苇荡在文本中出现 20 余次，既是雨

来脱险的自然屏障，又升华为乡土中国的

诗意象征。中篇版还深化了雨来的成长弧

线，从调皮逃学到自觉担当，展现英雄养

成的渐进性。之后，管桦启动了对作品的系

统性扩展，新增“夜护交通员”“假传情报诱

敌”等情节。

《小英雄雨来》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以

儿童视角重构抗战叙事。一方面通过 12岁
雨来的眼睛，他看到“子弹像绿头蝇嗡嗡

飞”，实现残酷战争的陌生化呈现；另一方

面利用孩童思维与战争逻辑的天然错位，

在“背书对抗审讯”“抓鱼撞见水雷”等场景

中，生成含泪的戏剧张力。这种叙事创新，

打破了“三突出”创作原则的桎梏，为红色

经典注入人性的温度。

雨来形象浓缩了抗战中儿童的集体贡

献。1943 年，丰润县儿童团以假地雷阵迷

惑日军，遵化儿童团员为护粮库引爆炸药，

与 20余名日军同归于尽。“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这句核心宣言，成为民

族精神的诗化表达。

雨来永远立在还乡河的波光里

小说对冀东风物的书写蕴含文化基因

密码。还乡河既是具象的地理坐标，又是流

动的精神图腾。当雨来如鱼般潜入水底，完

成对生命韧性的礼赞。“蓝布褂红缨枪”的

造型、青芦帐里的情报传递，都成为革命美

学的经典符号。方言运用更强化地域特质，

如“今儿个高低跟你打鬼子”的土语，使文

本洋溢燕赵慷慨之气。

作品超越个人英雄主义框架，展现全

民抗战图景。雨来身后是更宏阔的英雄

群像，父亲和舅舅代表投身革命的青壮

年，母亲象征在后方坚守的妇女，李大叔

体现共产党干部的牺牲精神。这种布局

呼应了晋察冀边区“五不运动”史实，儿童

团开展“不给敌人带路、不送信、不吃敌人

糖、不念敌人书、不告藏粮处”斗争。个体

与集体的辩证，使小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

的微缩史诗。

从战地记者染血的笔记、手稿上颤抖

的墨迹，到课堂清亮的书声，这个从芦花荡

中跃出的少年，成为解读中华民族精神基

因的密码。当雨来纵身跃入还乡河，这一意

象既是对冀东水乡的在地书写，又隐喻中

华民族在危难中生生不息的韧性。只要这

条血脉还在奔流，雨来就永远立在还乡河

的波光里，指引一代代中国少年读懂“祖

国”的千钧之重。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

《小英雄雨来》：跃入还乡河的永恒少年

□ 董铁柱

当下，“搭子文化”兴

起，折射出年轻人社交的

便捷化与情感连接的浅层

化。吃饭、旅游皆可寻“搭

子”，友情却似乎日益功能

化、碎片化。如何跨越普通

熟人阶段，构建深度情感

连接、相互滋养的知己之

谊？这不仅是当代青年的

困惑，亦是贯穿人类社交

史的永恒命题。

《未尽的快乐：魏晋名

士社交处方笺》一书，以

《世说新语》为蓝本，揭示

了魏晋名士在乱世纷扰中

找寻人际快乐的智慧。他

们于君臣、亲子、朋友等 7
种社会关系中，践行着快

乐的两大基石——“真实”

与“满足”。其交往之道，恰

如一面跨越千年的明镜，

为今人寻觅高质量友谊提

供了深刻启示。

才情相吸
《文学》第 4则讲了这

样一个故事：服虔计划作

《春秋》注，想要参考比较

他人的观点与自己的同

异。他听说崔烈给不少门

生讲解《春秋》，于是隐名

埋姓，去为崔烈的门人做

饭。每当崔烈讲课时，就隔

着墙壁偷听。等到他知道

崔烈没有超过自己后，就

和崔烈的门生一起讨论其

观点的优劣。崔烈听说后，

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不

过以前就听说过服虔的大

名，怀疑这个神秘人士就

是服虔。第二天一早，趁服虔还没睡醒，

崔烈大声叫道：“子慎！子慎！”服虔在睡

梦中惊醒，本能地应了一声。两人“遂相

与友善”。

这是一个完整的从陌生人变成朋友

的过程。崔烈欣赏的是服虔对《春秋》的

见解，而服虔在觉得对方的解读不如自

己的情况下，欣赏的应该不是崔烈的见

识，而是崔烈的气度。

两人相互赏识而成为朋友，相互欣

赏的瞬间、不必多言的默契，是如此美好

而神妙，让人艳羡之余也感慨它的不可

复制，这是独属于这两人之间的缘分啊，

因惺惺相惜而成为朋友。

见贤思齐
瞬间的相知而悦不可复制，有时候

朋友间的相互欣赏具有滞后性。

《容止》第 23则说的是陶侃对庾亮一

见倾心的过程：由于苏峻作乱，朝廷倾覆，

温峤和庾亮投奔到陶侃那里求救。陶侃觉

得庾亮正是造成苏峻作乱的罪魁祸首，放

言说不杀他不足以向国人谢罪。庾亮听后

非常忧虑，犹豫着不敢去见陶侃。温峤说：

“陶侃我很了解，你只管去见他，一定没事

的。”果然，庾亮的相貌风度，使得陶侃一

见便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和庾亮畅谈

宴饮了一整天，对庾亮“爱重顿至”。

《俭啬》第 8则也写道：苏峻之乱，庾

太尉南奔见陶公，陶公雅相赏重。陶性俭

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问：“用此何

为？”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唯风

流，兼有治实。陶侃是一个节俭的人。两

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庾亮留下了薤菜的

根白。陶侃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庾亮回答

说根白部分还可以用来种植。陶侃于是

更加欣赏庾亮，觉得他除了风流倜傥之

外，还有务实的一面。

可以想象，在遭遇叛乱之前，在京城

过着舒适生活的庾亮是不懂得节俭的，

但劫后余生的他开始认识到生活的不易

与俭朴的可贵，从而在仿效陶侃之时，自

己也潜移默化地节俭了起来。真正的赏

识，大约就是从朋友身上看到打动自己

的闪光点，而在举手投足中自己也成为

一个那样的人。

《薤露》是汉魏时期著名的挽歌，留薤

菜的根白，本身就带着风雅的色彩。庾亮

留薤菜的根白说“故可种”，绝不只是在说

种出新的薤菜，而是暗示自己返回建康重

拾河山的决心。这一点陶侃也自然心知肚

明，因而他才会夸赞庾亮风流而治实。

斗嘴结缘
理想的友情离不开斗嘴，斗嘴能够

帮助两个原本并不投缘的人成为朋友。

顾显和周顗这对好友就是斗嘴促成的。

《方正》第 29则说，顾显有一次对周

顗劝酒，周顗不肯喝。顾显就转而向柱子

敬酒，对着柱子说：“你怎么把自己当成

栋梁了啊。”周顗听了这话反而很开心，

“遂为衿契”。两人不斗不相识，是斗嘴让

周顗看到了顾显平时被他忽略的一面。

顾显颇具幽默的调侃瞬间征服了周顗，

两人成了意气相投的好友。

对已经成为朋友但距离知音尚有差

距的人来说，斗嘴不失为朋友之间的另

类交流方式。

魏晋名士的友谊图谱，非理想化的

“同频共振”，而是在变动中守真诚，于差

异中求共鸣。他们或因才情相吸，或因斗

嘴结缘，或因直言相砺而情谊愈笃——

这份情谊，既有“有朋自远方来”的欣喜，

亦含“忠告而善道之”的清醒。

高质量友谊的密码，在于以“真实”

展现自我，以“满足”之心接纳彼此；不回

避关系的脆弱与变化，珍视那份“不必言

说”的默契；不畏差异，在相互欣赏与坦

诚碰撞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者系《未尽的快乐》作者、北师香
港浸会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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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桦《小英雄雨来》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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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物中的文学课·抗战

00后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选手伊文龙和他砌筑

的墀头墙。 主办方供图

考古探掘工项目选手尤菊在模拟遗址赛场量灰坑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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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选手刘鎏正在用镊子打开古画表面的褶子，为后

续修复工作做准备。 主办方供图

木作文物修复师项目选手张玥和师父王振之与制作的“一斗二升交麻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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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选手张小云正在修复宋代铜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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