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人们越发意识到，修复文物不但是修复

好一件件古老物件，而且是接续起一条条文化脉

络。那么，当下的文物修复工作应该走向何处？
文物修复走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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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前。

▲修复后。

我在天博修文物

我在校园“教与学”

文
物
者
如
是
说

近年来的“文博热”令一些文博幕后工作者开始受到关
注。从爆款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热播，到我国文物行业首
个职业技能标准《文物修复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颁布，以一双
巧手连接中华文脉古往今来的文物修复师，正在走向大众。

印象中的文物修复师，不但每天和珍贵文物打交道，还
能用高深莫测的技艺妙手回春，让人感觉神秘、神奇又神
圣。卸下“滤镜”，文物修复师到底是什么样子？优秀的文物
修复师如何“炼”成？待修复的文物怎样才能“活起来”？带
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以往的文物修复技艺传承多为师
承制，当下则向现代教育发展。目前，
全国有不少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津门
校园里的文物修复新苗也正在成长。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的文物修复与
保护专业已有近20年历史。院长李萌介绍，在职业教育方
面，各学校主打的修复方向不同，有陶瓷、青铜等等，天津艺
术职业学院根据天津本土条件、环境、需求等特点和优势，
将专业方向定位为书画、古籍等纸介质文物修复。

既教打糨糊 也教用仪器 科技赋能传统技艺

先“泼盆冷水”再燃学子心

学习纸介质文物修复，中国传统书画装裱是基础。同
时，此专业还有古籍装帧、国画、篆刻、拓片等多种课程。学
院文旅系主任李桂军介绍说：“让学生掌握古籍装帧的各种
样式，以便修复古籍；如果老画的印章有缺失，篆刻就派上
了用场。各课程学习内容会在多种情况下得到应用。”

实训教室里，传统技艺传承的氛围浓郁，而摆放的仪
器设备带来满满现代感。负责教师介绍，如果文物修复
是“手术”，那这些仪器则可以给“病人”化验。纸张的厚
度、酸碱度等，都能通过仪器检测出来。以数值分析纸张
成分和性能，可以帮助修复人员制定修复方案。学生们
既要学打糨糊，也要学使用这些仪器，借助科技手段是文
物修复的趋势。

扩大实训室面积、采购新设备，天津艺术职业学院不断
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实践环境。“比如，这个古籍书画清
洗修复台，台面下有LED灯光，让破损的地方更易被发
现。”李桂军说。

文物修复师妙手回春的魔力，来自勤学苦练的磨砺。
如何让学生既能理性认识专业，又能保持学习热情？“先给
他们‘浇冷水’。”李桂军坦言，“必须告诉学生，干这行要坐
得住‘冷板凳’，也许十几二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得坐得住。
不过，这行要是研究进去了，其乐无穷。与此同时，我们注
重调动学生积极性。比如定期做一件小小的装裱成品增加
成就感，以及组织技能大赛让大家互相激励。”

穿围裙的爱美女生与曾经粗心的孩子

年轻人在修复中愈发成熟

唐丹妮是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的学
生。两年前的第一课，第一次托纸，唐丹妮非常忐忑。又轻
又薄的纸，感觉一碰就碎，手不敢使劲拿。后来她慢慢知
道，纸是有韧性的，即使有褶也能刷开。“一遍遍托纸，其实
是在了解纸张的脾气，好跟它们打交道。”年轻人对基本功
练习有着愈来愈深入的理解。

生活中，唐丹妮是衣着入时、爱美、爱旗袍的小青年；而
课堂上，她扎上头发、穿上围裙，一副裱画室里的“标配”打
扮。如此的形象切换，唐丹妮笑着说：“在裱画室穿围裙，肯
定是怕糨糊弄脏衣服啊。其实穿上围裙会让你心态沉静，
专注地做这件事。”

有的人在专业中学会专注，也有的人在专业中磨练性
子。学生陈欣萌评价曾经的自己“浮躁、粗心”，在课上出过
的问题不止把纸刷烂，甚至还把画裁错。正是那次无法弥
补的错误，极大触动了陈欣萌。“文物修复严谨、严肃，绝不
能出差错。”老师的教导、自我的反思，让她变得越来越踏实
稳重。

心静了，思考也深了。陈欣萌说：“虽然文物修复很
有历史感，但因为是年轻人在做这件事，它就会变得年轻
起来。有人说这个专业很冷门，可是冷门也会成为热
门。相比多年前，现在大家对文物保护的意识和关注度
已经越来越高，我现在就是多学习，努力作出我们这一代
人的贡献。”

书画修复师 李炯

内心不静 不碰文物

从初出茅庐，到技艺娴熟，成熟的文物修复师需要沉淀。
2009年，李炯进入天津博物馆文保部。初到修复

室，任务不是修画，而是给老师打下手。新入行者需由
老师手把手教授一段时间，才能参与修文物。托纸、染
绫子、给老师递工具……这个过程，既是熟悉修复流程，
也是耳濡目染学习手法和经验。

李炯的师父——故宫孙氏苏裱技艺传承人张章，总是
跟李炯说“没事儿，别着急，慢慢弄”。重复的工作日复一
日，看似平凡枯燥，却恰恰是老师对后辈的考验、考察。
“刚开始，师父向别人介绍我时说‘这是我同事’。直

到有一天，他跟别人说‘这是我徒弟’，我想我终于得到了
师父的认可。”李炯对从“同事”到“徒弟”这件事记忆犹新。

书画修复讲求“慢工出细活”，一幅书画常需要数月时
间才能修好。看上去漫长乏味的工作，李炯却感觉很“治
愈”。她说：“把破碎成无数片的书画像拼图一样拼好，把
糟朽的裱工一块块清除干净，把残缺和断裂一点点补全，
最后重新装裱成一幅完整的书画……成就感油然而生。”

曾有很多人问李炯：“修复那么珍贵的文物，心里是
不是特别激动？”李炯认真答道：“做修复，心理素质很重
要。如果内心太过激动，手上的工作肯定会受到影响。
包括我们遇到烦心事、内心有波澜的时候，都不可以碰
文物，因为一旦出错，没有机会重来。其实，我们对文物
的重视并不体现在修复时的心情，而是在修复之前，把
前期研究、修复方案等准备工作细致完备地做好，在修
复中认真仔细，每一个步骤都做好。”

全能修复师 任超

不拘传统 胆大心细

“80后”任超，可谓天博里的全能修复师，陶器、木
器、铜器、石器、玉器等等，他都能修。

任超的这身本领，有些是在胆大心细的挑战中习得
的。有一次，策展人带着“给两件雍正御窑恢复颜色”的
难题求助任超。可那时，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究竟如何恢复颜色？任超找人咨询，没有答案；查
阅书籍，一无所获。几经碰壁，他灵机一动：何不用倒推
法？于是，他从瓷器制作的角度出发，分析瓷器表面变
色的物理和化学原因，倒推出还原颜色的办法。这个方
法在其他行业曾有应用，他认为具有安全性。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先用类似瓷片试验，成功后，
又降低配方浓度、调低反应温度，并充分考虑各种可能
性设置预案，从本体不起眼的位置一步步操作……功夫
不负有心人，颜色成功恢复！

采访任超所在的修复室，木刻刀、泥塑刀、医用手术刀、
焊接机、电钻，甚至还有筷子、勺子、指甲锉、味精……
意想不到的各式工具像他的心思一样活络。任超表示，除
了传统手段，他也不断尝试新技术、新材料。比如，协助北
疆博物院复制化石标本时，就使用了三维扫描和打印技
术。因为标本自身材质不适宜传统翻模的复制方法，所以
采用相对新式的科技手段，既制作了复制品，又保证了文物
安全。任超说：“科技手段对文物修复的现实意义非常大，
不仅是保护修复，而且对文物的科学化研究如虎添翼。”

“从支离破碎到天衣无缝”并不是最终目的

很多人会赞叹“从支离破碎到天衣无缝”的高超文物修复
技艺，然而这并不是文物修复的唯一衡量标准和最终目的。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张晓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文物工作方针已由曾经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
强管理”，与时俱进地调整为“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
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挖掘价值是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
中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文物修复仅仅追求把残缺变成完整，那
就很难挖掘出更多的文物内涵价值，也无法促进文物活起来。

文物承载的历史信息，有些并非肉眼可见。张晓彤认为，
想要发现并挖掘隐含信息和深层价值，一方面需要用多学科的

科学手段支撑真实性，另一方面还需要高素养的修复
师科学、严谨对待文物修复。

张晓彤讲述了一段往事：当年，秦始皇陵出土了一
批青铜水禽，在修复时发现铜锈下面还有一些白色物
质。起初大家认为是墓葬里常见的白灰，但是修复师
联系检测分析人员做了提取分析后，发现白色是彩绘
的打底，上面还有颜料层，说明这些水禽原本是彩绘青
铜。张晓彤说：“文物的价值挖掘是建立在追求真理、
发现真相的基础上，正是修复师的探究意识以及科学
的实证支撑，才发现了文物携带的完整信息，进而发现
了真相。”
“从前期调查，到修复完成，再到后期预防性保护

的建议，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全链条的工作，是一个需

要多学科合作的专业。”张晓彤认为，文物修复涉及历史、艺术、科
学、技术四个大类，通过科学见证历史与艺术，并且指导技术，所以
科学是十分重要的主干。科学化探索自古已有，比如明代《装潢
志》就提到装裱方面的一些要领，是作者长期实践和观察得来的科
学化结论。想要更好地传承发展，就需要更好地科学化。

妥善留存残缺中的真实

有关文物修复“真实性”“最小干预”“可辨识”“可逆性”等原
则，张晓彤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优先遵循的原则、制定适合
的修复策略。还有是否所有文物本体都要修复到完整的问题，也
应该视情况而定。

有的文物如果不完整就不利于保护，比如泥塑，一旦破损就会
加速劣化，那就要将其修复完整，而有的文物则不必如此。因为随
着考古学的不断发现，历史的真相不断被发现，原来的认知也不断
被刷新，文物修复的任务是把目前的真实性妥善留存下来。如果
一件看上去很完整的瓷器文物，里面只有很少的部分是真实的；如
果因为修复师的臆造，导致一件文物修复后以错误的状态呈现在

大众面前……如果所有的文物修复都是这样，那么其历史传
承意义大打折扣，甚至会造成以讹传讹，这对历史真实性是不
负责的，更谈不上长远和深度。

张晓彤以自身经历举例说：“我曾经修过一件青州造像
碑，它碎得很严重，有很多缺失。经过思考研究，我并没有将
其补全复原，而是根据测算用亚克力板制作了背屏，并在其上
安装了不锈钢螺丝，按照复原的相应位置固定了互不连接的
残块，勾勒出文物的形制轮廓展示给大众。我相信这件文物
缺失的部分并没有灭失，只是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与其在未
知与推测中追求表面的完整，不如留存住残缺中的真实，静待
它们归来，再共同开启真相。”

张晓彤直言，高水平的技艺是文物修复的基础，同时，文
物修复的理念、理论也十分重要。要想让文物活起来，并通过
它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更高的专业化程度和能力，文物修复师
需要不断提升素养与认知。就像练武功，想成为一个高手，必
须经过长时间的“修炼”——不断学习、深度思考、善于总结，
再付诸实践，才有可能作出深入的解读，通过修复来提升、展
现文物承载的更多信息与价值。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文物修
复与保护专业学生学习古籍修复。

《十二生肖屏》

修复前后

此为清代钱慧
安《十二生肖屏》12
幅画作之一。修复
前整体脆化，多处断
裂，变形、变色，局部
有返铅、霉斑等病
害，裱工糟朽。

具体修复步骤：

准备合适的修复材
料，托染纸、绫等。

裁去旧裱工。

潮润展平，拼接完整。

清洗画心。

翻水油纸固定绢丝。

揭裱。

修补残缺。

全色。

恢复装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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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纸：将纸平铺在案上，用排笔均匀刷上糨

糊水，再用棕刷将另一张纸均匀刷到第一张纸

上，使两张纸黏合在一起。

上墙、下墙：把托好的纸、绫、画芯等贴到墙

上，待其绷平后，再从墙上揭取下来。

洗：洗画，清洗画芯表面污渍。

揭：揭裱、揭画芯，主要指揭去背纸、托纸等

旧裱材料。

补：补缀，将画芯破损的地方修补完整。

全：全色，将新修补完整的部位，补全为与画

芯原本类似的颜色。

�学生在课上练习托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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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视

19：30 无间（6、7）
■彦森在特密组总

部的大厅内挂断电话，
喊所有人去中央储备银
行，丁盛、贝蒂等一些设
备科和情报科的文员都
忐忑不安。彦森带着特
密组出动，十几个人上
车。沈啸的车队疾驰在
上海街头。

中央储备银行门口
如临大敌，特工们护送与
会人员进入大楼。彦森
等人赶到，称季云中身上
有炸弹，立即疏散与会人
员，不要让季云中察觉。
沈啸带着陆风、蓝冰快速
跑向楼梯，冲上二楼，把
季云中按倒。沈啸调兵
迅速赶往金融会议现场，
制止了季云中引爆炸弹，
同时意识到佛手的行动
目标不是政府大楼，也不
是金融会议现场，而是特
密组的总部，便迅速带人
返回特密组。

文艺频道

18：30 豆腐西施杨七
巧（4—6）

■邻村村民潘丰收是
七巧的初恋情人，也是寡
妇潘丰满的亲弟弟，碍于
跟七巧从前的微妙关系，
他每次来看姐姐都会带着
自己的未婚妻红玉，以免
村里人说闲话。

刚进村，潘丰收就遇
见包黄金在放学的路上
欺负小爱，潘丰收出手相
助，被包玉兰恶语辱骂。
潘丰收把小爱送回了家，
却又赶上七巧跟满贵打
架，满贵把满腹怨气撒在
潘丰收的身上，潘丰收毫
不介意，跟满贵来到包有
才的食杂店，向满贵提议
要跟他合作养鳖。他们
的对话被包有才听到，包
有才借机向满贵索要酒
钱，两人话不投机动起手
来，潘丰收也帮忙参战，
结果双双被包有才挠得
满身是伤。七巧伤心至
极，想要离开这个家，被
懂事的小爱劝住了。

20：50 模唱大师秀

■本期节目是评剧
张派专场，这一流派的
出现大大丰富了评剧小
生行当的唱腔和板式，
为评剧小生行当的发展
作出了贡献。进入复赛
阶段，票友们激烈的比
拼赢得了观察团成员们
的点赞叫好，同时也让
嘉宾们在打分环节犯了
难。节目的游戏环节也
非常精彩，夏冬和王雪
以及两位票友共同走上
舞台，通过传声的方式
猜剧目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