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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比打印机的导师论文
让他懂得“严谨治学”

记者注意到，方世强硕博均师
从浙江大学文物保护材料实验室
博士生导师张秉坚教授。

最近，张秉坚教授凭借一篇手
写129页、堪比打印的硕士毕业论
文，火出圈，被人民日报官微、中国
青年报等央媒“点赞”。

聊到这个话题，方世强笑了。
“我在浙大文保材料实验室看到过
导师曾经阅读并整理的文献资料，
不止一本，好几本，是用白色棉线
装订，排版工整，字迹清秀，真的就
像打印机一样。”方世强说，据说这
些手写文献资料，是一代代师兄师
姐留下来的。“过去不像现在这么
方便，查找文献全靠纸质阅读，誊
抄、写论文，手写得如此工整，连个
墨点都没有，真是潜心做学问。”方
世强说，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手写
论文，也是十分震撼。

“导师也是从‘化学’跨界到文
物保护，做学问严谨认真，对文物
保护充满热情。”方世强说，导师身
上的坚持和热爱自有一股魅力，让
他沉醉在文物保护的研究中。令
他印象深刻的是，自己在导师张
秉坚的团队中，4 代师兄师姐 10
年磨一剑，对“古代水泥”糯米灰
浆的原理、配比、现代仿制等进行
了系统性的研究，找到古代中国
人砌城墙的秘密，在文物修复中发
挥大作用，引起世界轰动。

如今，方世强致力于砖石质文
物加固保护，彩绘文物裂化机理，
建筑胶凝材料作用机理和失效规
律的研究。“10年前，我们学化学
的，搞文物保护研究，被认为是‘小
众’是‘特色研究’，如今这个领域
成了备受关注的‘显学’。”方世强
说，这其中的变化，显示了国力强
盛后的文化自信，“国家对文物保
护工作越来越重视，未来的文物保
护将是集合信息技术、化学、生物
学、材料学、工程力学等自然科学，
以及历史、人文、艺术等多学科交
叉的领域，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会
越来越‘高科技’、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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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文物与考古，不少人
脑海里会出现手拿洛阳铲、腰挎
罗盘的“摸金校尉”。方世强的
文物保护工作也在野外，但他不
拿洛阳铲，更用不上罗盘，他有
自己的秘密武器，那就是他的文
保材料研究。

“85 后”副教授方世强本
科、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浙江工业
大学，博士就读浙江大学。他大
学读的应用化学，当初冲着“应
用”二字选择的专业，方世强读
了四年发现“理论多于应用”。

“大四写毕业论文，我跟着师兄
参与了一个文物保护项目，所学
专业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非常开
心。”方世强说，无意间接触到
的文物保护，让他从此喜欢上了
这个领域。

大学毕业后，他继续攻读硕
士研究生，一直从事学术研究。
促使方世强从实验室走到野外，
从理论研究转为解决现实问题，
是他经历过的一次挫折。

杭州灵隐寺前的飞来峰上
有五代至元代时期的佛教石刻
造型 380 余身，是我国南方古
窟艺术重要地区之一。由于山
体缝隙，雨水渗透聚集洞内，摩
崖石刻侵蚀风化明显。方世强
负责飞来峰摩崖石刻灌浆材料
的制备。

“为了不让水渗透下去，就
要往贯通的裂隙里灌进去一些
材料堵上这些缝隙。我们在实验
室做灌浆材料的实验研究，数据
非常好，可到了现场才发现我们
做的灌浆材料，虽然理论上达到
级配最佳比例，但没考虑到现实
情况，材料中的砂石颗粒比较
大，机器没办法灌注到缝隙
里。”信心满满的方世强带着灌
浆材料到现场，却遭遇了和机器
不匹配的尴尬，这一次经历让他
意识到，研究要与实际情况相结
合。

之后，他开始更多参与到横
向课题研究，去解决实际问题。

牛 教 授

2017 年，方世强参与了太
平天国侍王府壁画保护技术研
究项目，负责壁画表面加固和灌
浆加固材料的制备，以及壁画劣
化和环境关系的研究等。

据了解，太平天国侍王府是
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位于浙江省
金华市，曾是太平天国侍王李世
贤在浙江的军事指挥所，于1861
年构建，是全国现存的太平天国
建筑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
大、壁画等艺术品最多的一处。

方世强作为项目主要参与
人，时常往返奔波杭州、金华两
地。他和同事虽然对我国壁画研
究有一些积累，但又遇到了新的
问题。

“太平天国败退撤离时，这
些壁画曾被石灰覆盖掉，揭开之
后，壁画上残留一些石灰。这些
残留石灰对壁画损坏很大，半个
多世纪以来，侍王府壁画变得越
来越模糊，变化越来越快。什么

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这个问
题，是我眼下仍然在研究的一个
课题。”方世强告诉记者，2015
年以后他花了更多精力参与到
文物保护工作中去，用理论研究
解决现实问题。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又发
现了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我
下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方向。”
方世强说，经过10年的研究，他
注意到学术研究和现实问题，二
者不可偏废，相辅相成。同时，
他也注意到，用现代新型材料和
技术解决文物保护难题中，也会
有“走不通的时候”。“往前走会
发现，自认为是新材料、新技
术，但并不一定管用，回过头来
看看古人留下来的传统技艺，也
许会有新启发。”

而他申报获批的2021年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灰塑制作工
艺研究”，研究领域正是传承千
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次尴尬经历让他从实验室走向田间野外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寻找文物保护新思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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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飞来峰项目，工作人员正在灌
浆注入缝隙中。 受访者供图

方世强（左）和同事参与麦积山文保项目。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