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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宏卿

不畏强权 秉公断狱
徐有功 武周时期与酷吏

斗争的一面旗帜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人文河洛”系《洛
阳日报》品牌之一，让我们在这里触摸河洛大地的人文底蕴，
感受洛阳历史的厚重魅力。

扫一扫，关注“人文河洛”
（renwenhe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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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壁画就像“治病”，诊断出来的问
题都不一样，修复和保护的方法也不一
样，既是个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壁画
修复师的角色有时像个手持手术刀的医
生，有时又像画家、木工、钳工、化学家，有
时还要成为建筑工人。

据市文物局局长余杰介绍，经过近30
年的努力，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博物

馆、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都建立起自己的壁
画修复队伍，我市的壁画揭取、修复、保护技
术得到很大提高，成功揭取和修复了两汉、
北魏、唐宋、明清等时期的多幅壁画，内容涉
及建筑、墓葬、石窟壁画等三大领域，培养出
了一支专业水准较高的壁画保护专业队
伍，还有的壁画修复师走出河南，应邀到
全国各地指导和开展壁画保护工作。

2012年，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龙区龙盛小学内发掘清理五代
时期的壁画墓葬一座，墓室内的4幅壁画精美绝伦。目前，这四幅壁
画已经基本完成保护性修复，人物表情丰富，栩栩如生。

历时上千年的壁画是如何揭取的？这些壁画在修复师的手下又
是如何再现“芳容”的？近日，记者来到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保护修复
中心壁画修复室，为您揭开壁画修复的神秘面纱。

52 岁的胡小宝曾师从中国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知名文物保护专家王振
江先生，已经有30多年工龄的他，喜
爱绘画，经历了我市汉代、西晋、北魏、
唐代等大型壁画墓的修复工作。

胡小宝介绍，在揭取龙盛小学壁
画墓的壁画时，正值流火7月，墓室空
间狭小，密不透风，墓葬打开后，为避
免壁画氧化脱落褪色，要生炭火炉烘
烤，墓室内温度50多摄氏度，他们在
墓室内拿着铲刀一点点揭取，挥汗如
雨。要是遇到大风和暴雨天气，壁画
墓上的帐篷就会被刮飞，但壁画保护
不能停，必须尽快揭取。

墓室壁画一般绘于墓室的四壁、
顶部及甬道两侧，一般画在一两毫米
厚的白灰层上。一幅古墓壁画从揭取
到修复要经过以下步骤：

壁画背面清理：揭取壁画时地仗
层坑洼不平，土质疏松无强度，需要
将壁画背面的土质清除干净，为后期
拼接、地仗制作、固定在蜂窝铝板上
作准备。

壁画背面加固：壁画后背白灰层
疏松，用丙烯酸树脂对壁画背部进行
多次喷洒加固，再用桃胶粘接层层纱
布对壁画背面进行封护，晒干后再用
夹板固定牢固。

壁画正面清理：揭取时把正面粘
贴的宣纸、纱布，用热水和丙酮去除。
再用铲刀、热水和酒精等将壁画表面
覆盖的泥土等杂物小心去除，不能伤
到壁画表面。用玻璃纸蒙在壁画表
面，对不同病害用不同图例标示，绘制
出病害图。

壁画错位、开裂拼接：把错位开裂
部位用“手术刀”切开后进行拼接，不
留缝隙，拼接完用宣纸和纱布将其封
护，用夹板固定翻转，再用沙袋压实、
压平。

制作地仗层：用丙烯酸树脂对背
部加固，用白灰、麻刀搅拌，均匀涂抹
壁画背部，制作地仗层。最后将壁画
背部贴一层纱布，用环氧树脂将壁画
与蜂窝铝板粘接，送进修复室进行补
缺、补色。

胡小宝介绍，修复内容包括补缺和
补色。用白灰、沙子、石英粉、丙烯酸树
脂、地板黄等混合均匀，制作成壁画补缺
材料，再用油画刀对壁画缺失部位填补
平整。

对蜂窝铝板侧面空隙处则用树脂、米
石、沙子调和后填补，晾干后用补缺材料
对侧面进行封护。

壁画修复的最后一步就是补色。用
矿物颜料对壁画缺色部位进行补色，线条
局部缺失处，按照线条走势进行连接，大

面积缺失、没有依据的可不予处理。
记者看到，在每一幅壁画旁都有一张

用油彩笔临摹的壁画绘图，它不仅与壁画
尺寸相同，而且还清楚地标记出原壁画所
缺失的部分。胡小宝说，这是为以后的研
究、修复留下依据。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保护修复中心副
主任陈谊介绍，一幅壁画的修复时间短则
几个月，长则一两年。为防止破坏壁画，
修复师必须小心翼翼地给壁画把脉、“看
病”，让他们变得生动起来。

徐有功（公元640年—公元702年），名宏敏，字有
功，唐洛州偃师（今偃师市缑氏镇）人。徐有功长期在
司法任上，是武周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是历
史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法官、清官。他被时
人评为：“今有功断狱，天下无冤人。”唐中宗李显登基
后特下制书表彰：“节操贞敬，器怀亮直，徇古人之志
业，实一代之贤良。”

酷吏横行

唐高宗时，徐有功以科举考试中进士而步入官场，
开始任蒲州参军，分管司法工作。《新唐书》说：他慎用
刑罚，“以宽为治”。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
称帝前夕，他升任司刑丞秋官郎中，正式为司法官员。
此时，武则天已把持政权，为建立武周政权，对李唐宗
室及忠于李唐的官员进行大规模清洗，因而在光宅元
年爆发徐敬业以武力反叛事件，骆宾王为之写《讨武曌
檄》，影响极大。

武则天为夺取李唐政权，发动大规模的检举揭发
运动，在京城设检举箱，并发文说：“凡有告诉者虽农夫
樵人皆得召见。”一时，酷吏当道，人人自危。此时，徐
有功挺身而出，面对“使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的周
兴等酷吏，多次同女皇争曲直，“犯颜直谏”，毫不退让，
挽救大批冤者的生命。

《新唐书》载：徐固执法犯颜，三次被判死刑，但他总
是“泰然不忧”，对赦免也不喜，实乃司法界一奇人也。

执法如山

有次为一件冤案，徐有功同武则天发生争执，武愤
怒之极，严厉训斥徐有功，连旁边的大臣都“颤栗不
止”，而徐“神色不挠，争之弥切，毫不退让，以致使武则
天‘甚敬惮之’”。（《新唐书》）。

他处理的冤案极多，仅举几例。
其一，颜余庆案。琅琊王李冲曾在魏州放过债，

某次他派家奴去讨债，给地方官颜余庆打个招呼，仅
此而已。后李冲因是唐宗室而被告谋反，由酷吏处
理。酷吏杀李冲后又用酷刑逼颜余庆为首犯，决意
执行死刑，武则天也同意了。但徐有功坚决反对，他
说：“《永昌赦令》上已写得很清楚，‘魁首’李冲已伏
诛，支党未发者原之。现将支党说成魁首，无疑是颠
倒是非，滥杀人也。何况朝廷已宣赦令，却又出尔反
尔，加人以罪，此朝廷之非。”武则天只好听从徐有功
的意见。

其二，有一位叫韩纪的官员，参加过徐敬业反武则
天的活动，丢了官且人已死。来俊臣认为韩虽死，还应
连其家，灭其族，武则天同意，但徐有功坚决反对。他
说：根据法律，人犯已死，不应追其家族；如灭其家族，
不仅违法，且难以服众。武则天只得接受徐的意见。

其三，狄仁杰、魏杰等正直刚毅的大臣被酷吏诬陷
为谋反而押进狱中，徐有功用确凿的证据证明二人无
罪，狄以聪慧之举使武则天信服他无罪，此二人得以平
安脱身。

不报私仇

徐有功从不以公谋私，他不贪不占，一股凛然正气，
让人钦敬，而且不报私仇，尤为可贵。某次，同行皇甫文
备诬告他犯有“纵逆党”的大罪，使他差点被杀。不久，皇
甫文备也被人诬告，被捕入狱，徐有功审理此案，发现状
中所列内容纯属子虚乌有，他毫不犹豫地为皇甫文备鸣
冤，据理为之辩护，使皇甫文备无罪释放。正如孔子所言

“君子坦荡荡”，此举令朝野钦敬，武则天也大加赞赏。
徐有功晚年写诗作文，文学方面成就也较突出。各

种史书均赞他才华出众，性格刚直，执法如山。

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建立西晋，
定都洛阳。但江山没等坐热，就有八王
内讧、匈奴闹事，连最后的两个皇帝都
当了俘虏，勉强维持了52年，“家”就败
了！司马氏的后代只得退居南京建立
东晋。

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东晋权
臣桓温数次上表，请求朝廷移都洛阳，
修复园陵，但都没有得到朝廷同意。

冯梦龙在《智囊》里附评中说了一
则桓温与诸葛亮的故事。这有些像关
公战秦琼，因为诸葛亮比桓温大100多
岁，两人如何有交集呢？

诸葛亮去世 100 多年后（公元 346
年），桓温奉诏讨伐五胡十六国之一的
成汉，只用了4个月时间就攻占了成汉
的皇宫。桓温仗剑得意间，有人说找到
了一位据说已经170岁的、诸葛亮生前
身边的工作人员。桓温平素非常敬佩

诸葛先生，听说后立即备马前去拜访。
桓温在一处窄巷子里的居民院里

见到了这位长者。寒暄落座后，桓温小
心翼翼地问道：“您在诸葛公身边工作
那么多年，您认为诸葛公到底有什么过
人之处呢？”那老者浑浊的眼睛定定地
看着地面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说：

“好像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桓温听后心
说：“看来诸葛公也不过如此罢了！”他
一拍大腿站起来，拿出十两银子拍在桌
上，冲那位长者作揖告别。就在这时，
那位坐在床沿儿一直低头沉默的长者
抬起头来，好像想起来什么，喃喃地说：

“但是自打诸葛公以后，还没有见过谁
像他那样办事妥当啊。”桓温听了这话，
低头愣了许久，随后面露惭愧之色……

妥当者，稳妥与恰当也。细细琢
磨，凡事只是难得有“妥当”二字啊！什
么才是真正的妥当呢？下面我们说一

个《智囊》里诸葛亮的故事。
公元 225 年，诸葛亮平定了南中

（川、黔、滇一带），随即分别任命了当地
的酋长主政。有人担忧出乱子，建议
说：“丞相您天威浩大，这些南蛮才会臣
服。可是当地民情风化难以把握，今天
被打服了，明天可能又反叛闹事，应该
趁着他们现在刚投降，比较老实，赶紧
派遣我们得力的汉人当一把手，加强法
律法规建设，慢慢使他们增强法律意
识。这样，10 年之内，那些个没有归化
的蛮人就可以成为有户籍的良民了。
这才是上策啊！”

诸葛亮听完，并没有反驳，只是微
微一笑，慢悠悠地说：“南中刚被占领，
他们得有多少父子兄弟战死啊，难免心
怀冤仇，只留司令不留兵，恐怕凶多吉
少啊！如今我一不留兵二不运粮，还有
个粗略的法律法规约束着，只要少数民

族与大汉民族相安无事，边疆太平，这
不是很好吗？”

妥当者，稳妥是目的，恰当是手
段。法规粗定（太细化严谨也执行不到
位）、各民族相安无事，这就是最为稳妥
的目的；对刚被臣服的少数民族偏远地
区，不设汉官、不留兵、不运粮，不制造
和激化矛盾，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是
最为恰当的手段。用恰当的手段，达到
稳妥的目的，此为妥当。

下一期，我们将讲述司马光的智慧
故事。这个少时就能砸缸救人的神童，
还有什么智慧故事呢？敬请关注。

桓温羞愧于“妥当”
□沙宇飞

揭取：冒着高温练就铲刀功夫

残损古墓葬壁画
是如何修复的

本报记者 常书香 实习生 高怡 文/图

胡小宝在为壁画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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