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 王 堆 汉 墓 是 20 世 纪 世 界 上 最 重
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出土的 26937 件文
物，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生动
立体的汉代社会生活图景。而三号墓
出土的大量的简牍帛书，犹如一座汉代
的小型图书馆，为我们打开了认识汉代
思想世界的一扇大门。考古发现讲究
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最好还要见

“思想”。马王堆汉墓大量精美的文物
是“物”，一号墓墓主人辛追是历史中存
在的“人”，而大量的简牍帛书就是“思
想”。如此有“物”有“人”有“思想”的
发现，意义重大，一直被研究至今。

2008 年 ，湖 南 博 物 院 、复 旦 大 学 出
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及中华书局
签订协议，开始了对马王堆汉墓简帛资
料的全面重新整理。研究者们利用湖
南博物院提供的高清照片，做出了新的
释文和注释，同时拼缀了很多残片。在
整 理 过 程 中 ，研 究 者 们 充
分利用帛书的折叠方式及
反印文、倒印文和渗印文，
进行释字、补缺文和拼缀，
使 材 料 更 为 完 整 ，取 得 了
很多高质量的整理研究成
果 。 经 过 6 年 的 努 力 ，这
些 成 果 最 终 汇 成《长 沙 马
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一书，
2014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2014 年 至 今 ，有 关 马
王堆简帛研究的论著又增
加 了 约 600 种 ，其 中 有 很
多意见可以补充修正旧的
说 法 。 2020 年 ，复 旦 大 学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
心制订了修订计划并开始
实施，其间，湖南博物院又
提供了在系统清理馆藏马
王堆汉墓文物过程中发现
的 约 230 片 帛 书 、帛 画 的
残 片 ，对 拼 缀 工 作 起 到 了
一定的推动作用。经过 3
年 多 的 修 订 ，今 年 8 月 ，

“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 50
周 年 国 际 学 术 研 讨 会 ”在
长沙召开，《长沙马王堆汉
墓简帛集成》（修订本）首
发 ，反 映 了 学 术 界 对 于 马
王堆汉墓简帛的最新研究成果。

对马王堆汉墓简帛的认识要有总体性眼光

通过几代人寝馈其中的付出，马王
堆简帛研究积累了大量成果。

马 王 堆 简 帛 的 内 容 囊 括 了“ 六 艺 ”
“诸子”“兵书”“术数”“方技”5 类，如果
再 把 用 赋 体 写 成 的《相 马 经》算 作“ 诗
赋 ”类 的 话 ，按《汉 书·艺 文 志》记 述 的
图 书 分 类 ，即 包 括“ 六 艺 略 ”“ 诸 子 略 ”

“ 诗 赋 略 ”“ 兵 书 略 ”“ 术 数 略 ”“ 方 技
略”，“六略”就全了。这些书除了少部
分有传本或有近似内容流传，很多都是
首次出现，因此马王堆简帛具有很高的
学术价值。

对 马 王 堆 汉 墓 简 帛 的 认 识 要 有 总
体性眼光。50 多种简帛书籍主要分为
三大类：道家、医药养生、兵家。其中，

《老子》乙本卷前的 4 篇佚书，学术界普
遍认为属于黄老道家的著作，有学者认
为《易传》跟道家也关系密切。出土帛
书的三号墓，墓主是一名将军，据推测
年龄在 30 至 40 岁之间。当时长沙国与
南越国接壤，长沙是军事前沿，所以墓
中随葬了很多跟兵家有关的书。很显
然，这些书是墓主生前经常使用的。如

《相马经》，后世的四部分类归为小学的
“农家”，但在汉代，应属于兵书。我们
看后世的兵书，几乎都有相马和治马病
的内容。又如《战国纵横家书》，很容易
被当成纯粹的历史记载，其实它涉及游
说和权变，跟战争和谈判有关，也可以
算作兵权谋略类著作。

理 解 这 些 简 帛 要 密 切 联 系 当 时 的
社会状况。首先，汉初尊崇道家，黄老
思 想 盛 行 ，信 奉“ 清 静 无 为 ”“ 休 养 生
息 ”，为“ 文 景 之 治 ”提 供 了 思 想 支 撑 。
当时社会安定，百姓富足，这一社会形
势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老子》及黄
老道家著作相合。道家都讲究养生，这
一特点跟马王堆汉墓简帛中有大量的
医药养生内容也有关联。不止道家，兵
家也跟医药养生有关。《五十二病方》中
有不少治疗如“金伤”“刃伤”和动物蚊虫
咬蜇造成的伤病的方药，一定程度上都
跟战争有关，可算作军事医学的范畴。

所以总体上看，马王堆汉墓简帛体
现出的道家、医药养生、兵家三大类内
容，既各自独立，又密切相关，构成了三
号墓墓主生前完整的知识体系。

需要充分发掘其思想文化价值

我 们 常 说 要 重 视“ 三
古 ”，即“ 考 古 ”“ 古 文 字 ”

“古籍”。马王堆汉墓本身
就 是 经 科 学 考 古 发 掘 所
得 ，墓 中 大 量 简 帛 上 的 文
字，尤其是篆隶和古隶，处
在古文字与中古文字的交
汇 点 ，正 是 古 文 字 学 研 究
的 对 象 。 而 这 些 用 篆 隶 、
古 隶 和 汉 隶 记 载 的 文 本 ，
也是典型的古籍。

此 次《长 沙 马 王 堆 汉
墓简帛集成》一书的修订，
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在助
手 刘 娇 副 教 授 的 协 助 下 ，
负责《老子》甲乙本的修订
增 补 。 两 人 线 上 沟 通 ，每
天 工 作 数 小 时 ，一 字 一 句
地 写 和 改 ，完 成 了 十 几 万
字的修订增补工作。

全书的修订重写了若
干篇目，包括《丧服图》《老
子甲本》《阴阳五行甲篇》

《养 生 方》《太 一 将 行 图》
（原名《太一祝图》）以及遣
册签牌 等 ，一 些 篇 目 的 释
文 、注 释 进 行 了 不 同 程 度
的修改增删，修改近千处。

研 究 永 无 止 境 ，今 后
的研究仍需在多个方面持续发力。比
如要综合运用各个相关学科的知识和
手段，在词义解读、专有名词和概念的
界定、文本性质、文献学上的意义和启
发、文本的流传分化、学派思想及其发
展 、哲 学 或 思 想 史 的 意 义 和 地 位 等 方
面，持续不断地深入开掘。

在马王堆简帛跟术数、方技有关的
内容中，还有大量读不懂或不能充分理
解的地方，需要结合传世文献和不断出
土的地下文献加以比较和对照，深入古
人的语意和社会环境，尽量贴近古人的
所思所想，以理解古人、读懂文本。

马 王 堆 帛 书 残 片 的 缀 合 工 作 还 有
很长的路要走。大量的碎片，尤其是无
字碎片的缀合非常烦难，旧有缀合中的
错误也需要改正。因此，缀合是接下来
工作中的一个重点，需要有耐心、真心
喜欢马王堆帛书的年轻人接力进行。

马 王 堆 汉 墓 简 帛 词 典 的 编 写 也 在
筹备中，计划以马王堆全部近 13 万字的
简帛文本为语料，运用最新的词典编排
方式和解读方法，编成词典并建立数据
库。在此基础上，再加入马王堆汉墓考
古及艺术、服饰等其他学科的条目，最
终编写出马王堆汉墓大辞典。

马 王 堆 简 帛 研 究 是 传 承 弘 扬 中 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多方
合作，充分发掘马王堆简帛中蕴含的历
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使其成为讲好中国
故事的素材，必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
化自信。

（据《人民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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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始，雕塑为先。砖雕作为
一种建筑雕塑装饰构件，在中国已有
上千年历史，特别是晋派砖雕，无论
是豪华的晋商大院，还是幽雅的民间
古宅，照壁门楼、墀头脊兽等随处可
见 精 美 的 砖 雕 。 一 处 处 古 建 犹 如 凝
固的音乐，而砖雕则是这音乐中美妙
动 人 的 旋 律 和 乐 章 。 地 处 晋 商 故 里
腹地的太谷县温氏“晋砖世家”，就代
代传承着这门古老的手工艺，延续着
这门建筑装饰艺术。

砖雕魅力 映照古今

“金太谷，银祁县，吃不完米面的
榆次县。”这是对山西晋中一带商贾
云集、殷实富庶的赞誉。而太谷被排
首 位 ，因 为 明 清 时 它 是 中 国 北 方 金
融 、商 业 中 心 ，又 有“ 旱 码 头 ”“ 小 北
京”之称。步入太谷古城，繁华旧貌
依稀可见，街巷整齐，商铺林立，厚墙
瓦屋，宅院讲究。徜徉漫步，俯仰之
间，处处可见精美的砖雕，有鸿篇巨
制的照壁，有形式多样的袖珍小品，
每一处屋脊、望兽及房顶边沿上的瓦
当，图案不同，寓意不同，却都为庞大
的建筑群附着了灵性，为整体建筑增
添了美感，以多、满、全给人一种强烈
的视觉冲击。

温 建 明 创 立 的“ 晋 派 砖 雕 博 物
馆”就在离古城不远的一座二楼院落
里，外观普通的小院，内里却别有洞
天。初见温建明，他不苟言笑、沉默
寡言，而说到砖雕，他眼神中却透出
光彩与激情，话语间处处能感受到执
着与坚定。跟随温建明步入室内，仿
佛进入砖雕世界，会客间一整面墙上
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墀头，有的采用深
浮雕的雕刻手法，图案多样，形象突
出；也有的是浅浮雕，显得十分简洁；
还有透雕，立体生动，别具风采。而
体验间里摆放的是纹饰各异的瓦当，
有云纹、几何形纹、饕餮纹、文字纹、
瑞兽纹等，设计优美又极富变化，件
件都是精致的艺术品，真是“无雕不
成屋，有刻斯为贵”。

砖雕精品 倾心之作

展厅内，最吸引人的是温建明创
作的大型砖雕作品《千手千眼观音》，
这 件 作 品 曾 获 2019 年 第 四 届 山 西 省
文博会金奖。整幅作品约 5 平方米，
采 用 深 浮 雕 局 部 结 合 圆 雕 的 技 法 雕
刻 而 成 。 处 于 中 心 位 置 的 观 音 面 容
安祥，弯眉细目，眉间有一眼，身后数
只手臂，或托举坐佛于头顶，或合十
于 胸 前 ，充 满 神 秘 的 美 感 。 雕 工 精
巧，壮丽庄严，每一刀皆是倾心之作，
细节雕琢巧夺天工，独特的造型可谓
砖雕极品。温建明说，这件作品创作
于 2018 年，以敦煌元代壁画为蓝本设
计 ，与团队 8 位雕刻师历时 6 个多月
完成，是国内首次用砖雕表现“千手
观音”的一幅作品。

晋派砖雕研究所是温建明的心血
凝结，他成立研究所的目的，是为了
更好地研究晋派砖雕的历史，传承砖
雕文化。现存的展品中，有温建明和

团队制作的精品，更多的是从民间搜
集的我国各个时期的砖雕艺术品，目
前已有 3000 多件，其中有画像砖、铭
文砖、瓦当、宋金戏曲砖雕、明清建筑
砖雕，等等。砖雕无言，却蕴藏着丰
富的历史与文化，为了让这些沉默的
宝藏放光发热，温建明精心整理，不
辞辛苦，举办过多场大型展览。 2016
年山西省第二届文博会期间，在山西
黄 河 美 术 馆 与 山 西 民 俗 博 物 馆 举 办
了“ 山 西 国 宝 系 列 —— 晋 派 砖 雕
展”。2017 年在山西 11 个地市进行了

“晋派传承—山西砖雕艺术巡展”活
动，大力普及宣传砖雕文化。除此之
外，博物馆里每年还接待数以万计的
大中小学生和社会人士来体验传统文
化和砖雕制作。他还计划在近年整理
出版一套晋派砖雕的书籍。“晋派砖雕
虽然在全国很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但
是对历史、技艺以及艺术特点进行系
统性梳理的研究却极度缺乏，这个空
缺必须得补上。”温建明说。

“ 晋 派 砖 雕 分 为 两 个 工 艺 ，一 个
是窑前雕，一个是窑后雕。”关于砖雕
工艺，温建明娓娓道来。窑前雕是先
把泥坯做好，七八成干时雕刻，阴干
后装窑烧制，出窑作品即完成。窑后
雕则是先把青砖烧出来，然后在其上
雕刻成型。“晋商万里茶道”影壁由于
面积太大，需要用几千块砖把图案拼
接起来，采用了窑后雕的技术。制作
程 序 是 先 蘸 水 把 砖 磨 平 ，接 着 进 行

“打稿”，即将画好的稿子复印在砖面
上。接着就是雕刻，然后进行“打坯”
与“出细”。打坯就是用刀、凿在砖上
刻划出画面构图，“出细”则是进一步
精雕细刻，每个步骤环环相扣，需步
步精心。

温建明正在雕刻长裕川茶庄的标
志 景 观 —— 兼 具 欧 式 风 格 的 石 门
楼。只见在他的手下，窗沿石条图案
精美，人物栩栩如生，整个浮雕气势
磅礴，构思精巧，平面图案向浮雕的
转换，瞬间赋予了作品以活力。温建
明介绍，光砖雕技法就有数种：有阴

线 刻（刻 划 轮 廓 ，如 同 绘 画 中 的 勾
勒）、浅浮雕、高浮雕、圆雕、半圆雕、
镂空透雕、减地平雕（阴线刻划形象
轮廓，并在形象轮廓以外的空地凿低
铲平），等等。看温建明自由地切换
各种手法，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出自
温建明和匠人们的砖雕作品，都有手
的温度、力的印痕、技的精妙，更有人
的智慧、情的化育、心的灵感。

以匠人之心，琢方寸之美。随着
温 建 明 手 中 不 同 刀 具 与 青 砖 的 亲 密
对话，图案或繁或简，起伏或高或低，
砖粉飞舞间，一个个生动的形象脱颖
而出。从选土制坯开始，到安装拼排
完成，经过 60 多道工序，一幅砖雕作
品 才 能 完 美 呈 现 。 砖 雕 之 所 以 能 经
受数百年的日晒雨淋，正是因为它要
经历复杂的工艺流程，一抔泥土，跌
宕从容，以低调的青灰映照着岁月，
凝固着时光，记录着历史，承载着记
忆 ，变 成 了 一 块 块 精 美 绝 伦 的 艺 术
品，也蕴含了天人合一、五行相蕴的
思想境界。

砖雕世家 代代传承

“ 花 绽 百 姿 草 竞 妍 ，鸟 鸣 千 啭 蝶
翩跹。篷船摇橹漪澜丽，骏马扬鬃将
甲坚。”晋派砖雕作为一种集画、诗、
书、印、雕于一体的综合性平面立体
艺术，从形式、内容到工艺都十分复
杂。跟随温建明，观赏晋派砖雕的精
品，体验晋派砖雕的制作过程，感受
颇深，以山水、花鸟、虫鱼，及各类瑞
兽和吉祥图案为主的晋派砖雕，无言
地 诉 说 着 厚 重 的 文 化 。 说 起 砖 雕 的
历史，温建明创建的晋派砖雕研究所
做 了 大 量 研 究 工 作 ，砖 雕 发 展 到 东
周，工艺已非常成熟，秦汉时期迎来
了第一次发展高峰，唐宋时期是砖雕
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到明清时期发展
达到顶峰。

砖雕的体系发展至今已经十分完
善 。 其 中 ，晋 派 砖 雕 作 为 北 方 的 代
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规模大、运
用广、构思巧、技法精，特别是在明后
期至清中期的两百余年中，由于晋商
的崛起和商业资本的活跃，山西境内
建造宅院、寺观蔚然成风，砖雕被大
量运用到建筑上，孕育了具有独特北
方风格的砖雕艺术，并形成了以太谷
为中心，辐射周边的砖雕生产格局。

古 今 结 合 ，继 往 开 来 ，创 造 出 属
于时代的气派和特点，才能让砖雕艺
术更好地传承发展下去，温建明磨炼
技艺，不断进取，多次参加全国各类
技艺大赛与作品展评，荣誉等身。同
时，他带领团队进行砖雕的生产、制
作，参与了朔州古城、大同古城、北京
小汤山中国大院、明太原城、山西督
军府、太原钟楼街等多处知名古建项
目的建设。温建明说：“在推动晋派
砖雕继续发展的路上，我不会停下前
进的脚步。不管是做传统题材，还是
做现代题材，包括做一些现代空间里
的装饰品和开发文创新产品，在我的
心里，传承是第一位，首先考虑的是
把作品做好，保持初心最重要。”

“人生的乐趣在于不断地追
求 …… 我 愿 意 继 续 为 我 国 的 化
学 教 育 事 业 竭 尽 绵 薄 之 力 。”16
年前，74 岁的胡英院士在“上海
市教育功臣”授奖仪式上的讲话
话语平实，余音犹在。

2023 年 8 月 27 日 ，中 国 科 学
院院士胡英，这位我国化学工程
和 物 理 化 学 界 的 一 代 宗 师 、“ 上
海市教育功臣”抱憾离世。留校
任教的整整 70 年里，这位奋斗到
生命最后一刻的战士，把辉煌永
留 人 间 ，把 忠 诚 为 人 、严 谨 治 学
的 精 神 植 入 华 东 理 工 大 学 每 一
位师生的心中。

敦笃励志，持续刷新科研高度

在同事和学生眼里，他是脚
踏实地、引领前沿的科学家。胡
英常说：“科研是需要攀登的，不
是靠走平路能达到的，千万不能
浮躁，不能只顾眼前的小利益而
忽略了国家的民族的大利益。”

1953 年 ，胡英从华东化工学
院（现 华 东 理 工 大 学）毕 业 后 留
校 任 物 理 化 学 助 教 。 其 间 胡 英
曾被派到化学工程专业团队，在

那 里 原 本 搞 催 化 剂 的 胡 英 开 始
接触到分子热力学。

1982 年 ，胡英被公派到美国
加 州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化 工 系 进
修 ，师 从 美 国 两 院 院 士 、分 子 热
力学创始人普劳斯涅茨，从此开
始了两人长达近 30 年的合作与
友谊。

与普劳斯涅茨的合作不仅为
胡 英 打 开 了 一 个 广 阔 的 科 研 领
域，更使他的研究迅速达到国际
前 沿 水 平 。 凭 着 对 学 术 研 究 的
执着，胡英在分子热力学模型的
建立过程中，提出了实验测定统
计 力 学 理 论 和 计 算 机 分 子 模 拟
相 结 合 的 现 代 分 子 热 力 学 研 究
方法。

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胡英
得到了普劳斯涅 茨 教 授 的 高 度
认 可 和 赞 赏 。 普 劳 斯 涅 茨 评
价 胡 英 是“ 利 用 计 算 机 模 拟 结
果 来 拓 展 溶 液 的 解 析 理 论 的
先 驱 者 ”。 他 在 化 工 过 程 设 计
中 所 需 要 混 合 物 的 新 实 验 数
据 和 新 理 论 描 述 方 面 作 出 了
突 出 贡献。

20 世纪 80 年代，胡英突破传

统认识束缚，首次提出了流体混
合 物 的 局 部 组 成 随 密 度 降 低 反
而增强的观点，并构筑了反映近
程 有 序 远 程 无 序 的 流 体 径 向 分
布函数模型；针对含氢键的缔合
分子混合物系统，建立普遍化状
态方程，可应用于任意化学缔合
和 物 理 作 用 的 流 体 。 1993 年 胡
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0 年以后 ，胡英建立了能
描 述 固 液 界 面 高 分 子 分 布 和 界
面性质的高分子密度泛函理论，
首 次 提 出 将 分 子 的 电 子 云 结 构
和 非 均 匀 流 体 的 密 度 分 布 纳 入
统 一 的 密 度 泛 函 理 论 体 系 进 行
研究。

2010 年第十二届国际流体相
平衡（PPEPPD）会议在江苏省苏
州市召开，这是该会议第一次在
中 国 举 办 ，首 次 设 立 的 PPEPPD
卓越成就奖只颁给了两个人，一
位是长期在化工领域从事研究工
作的美国工程院院士桑德勒，另
一位就是胡英。

淡泊无私，助力人才梯队成长

1983 年 ，胡英放弃了留在美

国的机会，重新回到了华东理工
大 学 ，走 上 三 尺 讲 台 ，承 担 起 教
书育人的职责。

在 工 科 化 学 系 列 课 程 改 革
中，胡英创造性地设计出一套纲
举 目 张 的 物 理 化 学 课 程 框 架 结
构；提出了“少而精和博而通”的
理念，赋予教学以灵魂 ，为 国 家
培养了一大批化学 化 工 领 域 的
专 家 。 他 先 后 获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奖 2 项 、宝 钢 优 秀 教 师 特
等 奖 、上 海 市 教 学 成 果 奖 4
项、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2 项等多项
奖励。

在 胡 英 看 来 ，“ 少 而 精 ”和
“博而通”的关系，犹如建造一幢
楼房，只要把包括基础在内的框
架搭好了，水电、煤气、电话、宽
带通了，再重点装修一些样板房
就可以了。剩下的毛坯房，可留
给 学 生 自 己 选 择 、装 修 ，真 正 做
到“少而精”。但胡英认为，在工
作的时候就不能追求“少而精”，
而是需要“博而通”。

时 代 的 变 化 ，科 学 的 发 展 ，
要 求 教 学 与 科 研 一 样 与 时 俱
进。“每年准备教材、上课都必须

充实一些新的内容。”胡英说。
“如果说明天要上本科教学

课，胡先生今天晚上就会闭门不
出 ，准 备 教 案 。 实 际 上 ，这 么 多
年 来 ，他 对 教 材 已 经 非 常 熟 悉
了 ，但 他 一 直 在 钻 研 课 程 的 内
容 。”华 东 理 工 大 学 化 学 与 分 子
工 程 学 院 教 授 唐 燕 辉 回 忆 说 。
除了对课程内容的重视外，胡英
也特别重视课堂教学的板书，他
说：“好的板书，既是学科内容的
展 示 ，又 是 教 师 教 学 艺 术 的 展
示 。”众 多 师 生 受 益 于 胡 英 的 教
诲，从他那里学到了科学的方法
论，获取了学习新知识的钥匙。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胡英
一 直 坚 持 工 作 在 本 科 教 学 的 第
一线，培养和造就了一支由长江
学 者 、杰 出 青 年 基 金 获 得 者 、国

家 和 上 海 市 教 学 名 师 构 成 的 优
秀教学科研团队，使得他的教学
思 想 与 精 神 财 富 可 以 一 代 一 代
地传承下去。

“化学已经为人类的物质文
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1 世纪的
中 国 还 需 要 大 量 优 秀 的 化 学 人
才，我愿意继续为我国的化学教
育 事 业 尽 绵 薄 之 力 。”胡 英 的 话
不仅体现出他对教育的忠诚、对
化学专业的厚望，同时也激励着
华东理工大学的每一位师生。

大师已去，风骨长存。正是
因 为 有 着 一 大 批 像 胡 英 一 样 的
科研工作者砥砺前行，才换来了
我 国 科 研 领 域 的 一 项 项 成 果 与
突破，不断刷新着我国基础研究
的新高度。

（据《科技日报》，有删节）

52024年10月9日
星期三文化文化责任编辑 / 龚一卓

美 编 / 刘 萍

电 话：029-87335695
E-mail：jsb8211@163.com

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搞科研殚精竭虑 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育桃李芬芳满园
——追忆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化学工程学家胡英

太谷砖雕太谷砖雕：：
山西传统文化的艺术奇葩山西传统文化的艺术奇葩

□□白白 英英

中国科学院院士 胡英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家家

□□王王 春春

非非
承承传
遗遗

太谷晋派砖雕传承人温建明

马
王
堆
汉
墓
简
帛

马
王
堆
汉
墓
简
帛

研
究
取
得
最
新
成
果

研
究
取
得
最
新
成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