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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裏的北京箭扣長城掩映在山巒疊翠
中，氣勢恢宏。在蜿蜒曲折，形如滿弓扣箭
的箭扣長城段，部分殘損的城牆散發着滄桑
的歷史感。對於64歲的長城修繕師程永茂
來說，面對着美麗的風景卻無暇欣賞。他帶
領着幾位長城修繕師傅，攀爬在陡峭的山脊
上。踏勘、丈量、壘磚砌牆，運用傳統瓦作
技術讓古老的明長城逐漸煥發新生。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長城修繕所需
工人遲遲無法到位，修繕開工時間推遲了近
3個月。我們現在作業隊近80人，每天在箭

扣長城四個作業面現場作業。只為保質保量
按期完成修繕工作。」程永茂頭戴安全帽、
胸前掛着小相機、拄着登山杖，遇到陡坡和
斷崖有時甚至需要手腳並用，但是在他的眼
裏，路線明確。「箭扣長城三期修復工程長
1,094米，哪裏地勢陡峭、哪裡地勢平坦、
哪裏有殘損處，都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裏。」
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長城近年來由於自然

和人為踩踏等原因，坍塌損毀較為嚴重，加
固維修迫在眉睫。15年來，程永茂參與修繕
懷柔區內總長近2萬米的黃花城、箭扣、慕

田峪西、河防口等段長城。

遵循原始工藝修舊如舊
就在出發去長城的前一晚，程永茂還坐在

電腦前，根據厚厚的一沓設計圖，用CAD
軟件繪製施工節點詳圖。如今修復古建築的
技術輔助手段和設備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是
修復的準則卻一直沒變。自1991年進入古
建築修繕領域，師從興隆門（木廠）瓦作第
15代傳人、故宮博物院高級工程師朴學林，
程永茂就一直恪守着興隆門的祖訓。「興隆
門（木廠）是明、清兩代紫禁城及皇家建築
初建與修繕的主要參建作坊之一。興隆門的
祖訓就是修建任何工程，都要上對得起祖
宗，下對得起子孫後代；不偷工減料。『一
切按則例辦』。」程永茂說。
針對長城施工地域廣、區段差異明顯等特

點，程永茂遵循原始修繕工藝方法，按照文
物修舊如舊的修繕原則，結合史料記載，對
各段長城的修繕年代、工藝特點、材料特

點、砌築做法、形制等細部特點對比，制定
搶險加固的修繕方案，指導現場施工。「箭
扣長城作為400多年的古建築，我們原則上
是以最小干預，消除安全隱患的同時，實現
隨層、隨坡、隨彎、隨舊、隨殘的修復效
果，從而保持長城的古樸風貌。」在長城的
加固修繕過程中，長城磚規格尺寸多樣，與
普通城磚的尺寸大小不一。遇到有些廠家嫌
麻煩，認為訂貨數量少、成本高，希望能用
相近規格尺寸的磚來替代，程永茂堅決不同
意，寧可花高價也必須要燒製質量上乘與長
城現有城磚尺寸一致的磚料，絕不將就。
對他來說，即使幾百年過去了，古建築所

使用的材料、工藝、形制和做法仍需恪守。
「作為文物保護工作者，要杜絕使用沒按傳
統要求製作或不合格的材料，這是我們的責
任。我們有責任把文物保護方法以及文保精
神世代傳承下去。」經過多年的實踐和總
結，2018年，明長城傳統修復技術進入懷
柔區第六批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名

錄。這項技術的傳承接續，是程永茂目前最
關心、最着急的問題。
長城部分地段陡坡和斷崖多，運送磚料的

路途依然沒有捷徑，修復現場隨着山脊跑，
騾子只能將磚料送到山腳下。程永茂表示，
一個人一般能背上60斤左右的磚料，往往
到達修復地點時，後背就被磨破了。「這是
名副其實的登山作業。單程一般至少需要一
個多小時，所以沒有好的體力也沒法從事長
城修繕。」
當前修繕工人普遍年齡過大，年輕的就業

人員不願意從事泥瓦匠。「如何讓明長城傳
統修復技術得以流傳，能夠大範圍應用並得
到總結和提升，還需吸引更多人從事這項工
種，加大對文物修繕工藝人才的培訓。」
如今，程永茂依然堅持每周至少一次徒手

攀登長城，為修繕工人做技術指導。他希望
自己可以在長城修繕崗位上堅持更長時間，
為文物保護、文化傳承盡更多力量。

文、圖：新華社

山脊上的長城修繕師程永茂：恪守匠心 傳承文化

陳勉良出生在一個以做西餅維生的家
庭，父母擁有一家不大的麵包店，

「太子爺」本該順理成章地接下這門生意繼
續做好做大。然而，當年必要的糖供應來自
古巴，那個年代炮火不斷，打沉了幾艘貨
船，貨源短缺，糖價飛升，這門營生便就此
告終。陳勉良對西餅興趣也並不大，自小便
醉心藝術，亦不再勉強維繫。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和現在不一

樣，香港沒有那麼多的娛樂活動。」年輕的
他找到了畫畫這門興趣來消遣，便買回《芥
子園畫譜》等各式畫冊自學山水畫，「直到
現在我家裏都是堆滿了畫冊和關於書法的
書，三四個書櫃都是，」陳勉良說，「其實
畫畫真正學的是不多的，而研究哪家哪派，
畫風如何，學畫畫需要大量的時間去鑽研，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從研究中得到了
豐富的啟蒙，陳勉良就這樣奠下繪畫的基
礎。

走上熒幕成為「甘草」
16歲那年，陳勉良去了明德青年中心正式
報讀為期三個月的畫班，「那時候的畫班很
好，學費是15塊，但如果按時上齊了課，
繳交的學費會退還給學生。」好些年之後，
儘管經過了一定程度的專業學習，但以畫畫
作為糊口的行當，顯然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情。一個偶然的機會，讓陳勉良走進了TVB
的電視拍攝，成了一名特約演員。自此，熒
幕上便有了這位甘草演員的一個個令人熟悉
的身影，至今他幾乎是「御用看更」。
演戲這件事對陳勉良來說到底算不算興
趣，他至今也說不清楚，「當時就是為了維
生。」對角色沒有什麼「癡心妄想」，也不
在乎有沒有對白，露臉的鏡頭有幾個，陳勉
良在拍戲的同時也打工，工餘便是畫畫。早
期的時候，陳勉良除了演戲，還在從事雕刻
工作，「工作結束就會買個麵包或者吃碗
麵，然後去教畫畫。」賦閒的時間並不多，
他幾乎挑燈夜畫，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很長一
段時間，才最終捨棄了雕刻一職，專心畫
畫，「因為畫畫很耽誤時間，需要沉浸下
來，用很多心機、時間去堆砌出來。」

第一次拍戲是什麼時候，他已經記不清楚
了，「那時候印象很深是在青山精神病院拍
戲，只有4度而已，當時穿得很單薄。」一
個節目的收入是80塊，對於陳勉良來說是
生活的一種支持，也是繼續畫畫的基礎。
「但並不是經常都有工開。」他回憶道。拍
戲對他而言，除了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也
能在期間「摸魚」，他說：「以前一邊拍戲
就會一邊用劇本的背後當成畫紙，在等的時
間去寫生。」也有監製在拍戲期間請他畫一
些戲中的畫作道具，也是他在影視中另一種
才華的輸出。
雖然只是做特約演員，但陳勉良並非渾渾

噩噩插科打諢，他正視每一個角色，也為角

色進行設計、反覆揣摩斟酌，「我其實很喜
歡演出一些很正義、正面的角色。」不追求
角色有多「大」，只希望變化多一些。

畫畫功力非朝夕練成
陳勉良的家裏，沒有華麗的裝飾和陳設，

滿牆都是他自己的畫，屋子裏滿溢着水墨香
味。但儘管畫齡長，作品多，陳勉良並不覺
得自己是什麼畫畫「大師」，他說：「一個
真正的大師級的畫家，是山水、花鳥、蟲魚
和走獸都必須熟練，方為真正的畫家。」他
擅長山水和花卉，偶爾也畫
畫蟲魚，「但也並不代表樣
樣都畫畫就叫成功，而是七
八成的功力都能掌握之後，
才有本事叫自己做大家。」
他最鍾情描繪山水，看似

只得黑白相間的一幅畫背
後，功力不可小覷。山水畫
強調透視，無需草稿，落筆
即成，「但要有腹稿，」陳
勉良說道，「在下筆之前已
經在心裏對這幅畫有過勾
勒。」從山頂畫到山腳，從
巫山畫到輕帆，一筆一劃都
是歲月沉澱下來的美感。

翻閱陳勉良的過往報道，大多與他教授圈
中藝人作畫有關，但是他說：「演藝界還是
比較追名逐利，時間對這一行來說太少了。
但是畫畫這門藝術，光是看也要看十多年，
因為太廣泛了。」任何一樣工夫都不是手到
擒來的把戲，能不能畫出真本事，大多還是
要靠年月的累積，「至少是畫了十幾年之
後，才能去悟到自己的派別、風格，沒有捷
徑，需要很多時間。」陳勉良說道。
雖然已經畫了半世紀，但陳勉良仍然覺得

靠這門手藝維生比較「勉強」，他開畫展，
也與同好時常交流，但是不
常賣畫，他說：「畫畫不是
一個信手拈來的事情，要很
看緣分。」陳勉良向來強調
不為賺錢作畫，生活「簡簡
單單就好」，一片初心全體
現在素雅的風景畫中。
如今，陳勉良已經踏入

70歲，慨嘆道：「當年覺
得無論是拍戲還是畫畫，都
可以說既辛苦也很享受。」
拍戲時間、周期長，天氣不
太好或者環境惡劣，會覺得
好像很辛苦，「但過後原來
你想做都沒有了！」

劇本紙練寫生劇本紙練寫生 做特約支撐畫家夢做特約支撐畫家夢

在電視圈中在電視圈中，，演員業分主配角演員業分主配角，，一般人稱為鮮花綠葉一般人稱為鮮花綠葉，，而剩下那些非常熟悉但卻叫不上來而剩下那些非常熟悉但卻叫不上來

名字的配角名字的配角，，甚至一集便甚至一集便「「煞科煞科」」的資深特約演員們的資深特約演員們，，觀眾親切稱呼他們為觀眾親切稱呼他們為「「甘草演員甘草演員」。」。

演員陳勉良今年演員陳勉良今年7070歲了歲了，，按照壽稱來講的話按照壽稱來講的話，，他已經年近古稀他已經年近古稀，，稱得上是電視界的一株枝繁稱得上是電視界的一株枝繁

葉茂的葉茂的「「甘草甘草」」了了。。

然而然而，，讓許多觀眾深感意料之外的讓許多觀眾深感意料之外的，，是回望演藝生涯的這些年是回望演藝生涯的這些年，，雖扮演過形形色色的貼地雖扮演過形形色色的貼地

角色角色，，這張熟悉的面孔放在小小的電視中不為人叫上大名這張熟悉的面孔放在小小的電視中不為人叫上大名，，但陳勉良在人生中最大的角色但陳勉良在人生中最大的角色，，

其實是一位習畫幾十年其實是一位習畫幾十年、、辦過無數畫展辦過無數畫展，，師承嶺南派的畫家師承嶺南派的畫家。。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胡茜

「「御用看更御用看更」」

■■程永茂檢查修繕後程永茂檢查修繕後
的長城敵樓門洞的長城敵樓門洞。。

■■程永茂在攀爬箭扣長城途中程永茂在攀爬箭扣長城途中。。 ■■程永茂用相機記錄箭扣長城的修繕情程永茂用相機記錄箭扣長城的修繕情
況況。。

■■程永茂程永茂（（右右））指導工人施工指導工人施工。。

■■陳勉良最擅長山水畫陳勉良最擅長山水畫。。

■■陳勉良現場作畫陳勉良現場作畫。。

■■陳勉良畫山水下筆前已經在心裏有陳勉良畫山水下筆前已經在心裏有
過勾勒過勾勒。。

■■陳勉良陳勉良（（右右））演小角色也很開心演小角色也很開心。。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陳勉良筆下花卉清麗陳勉良筆下花卉清麗。。

■■陳勉良師承嶺南派陳勉良師承嶺南派，，習畫幾十年習畫幾十年。。

■■畫出的金魚栩栩如生畫出的金魚栩栩如生、、躍躍
然紙上然紙上。。

■■陳勉良陳勉良（（左左））
在在《《愛愛．．回家之回家之
開心速遞開心速遞》》飾演飾演
昌哥昌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甘甘草草」」陳勉良陳勉良的的 人生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