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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物修复保护理念的问题，文物保护界一直争论不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增多，中国传统

的修复理念与西方最小干预为原则的修复理念产生了冲突，西方文物修复专家在进行文物修复工作中一直遵循真实性和可辨识

性。意大利文物修复专家布兰迪（Cesare Brandi）在《文物修复理论》一书中就提出最小介入、可逆性、可再处理性、可识别

性等文物修复保护的基本原则，而中国传统文物修复技术则以“补全”和“作旧”为原则，此方法体现出中国传统修复技术追

求文物“完美”的理念。其实，文物的修复保护不只是一个学科问题，它与社会和大众的艺术美学观有着直接的关系。修复保

护理念不仅要具有科学性，同时也兼有适应社会人群的审美需求，我们应将两种修复理念有机的结合，对不同类型的文物进行

不同方式的处理，如：考古文物、展览文物、商品文物，将这些不同功能的文物施以不同的修复技术手段才能称之为科学的修

复保护理念。以书画文物的修复保护为例，现在各博物馆和收藏爱好者的藏品中，收藏有大量的历代传世及出土的文物书画，

在流传过程中由于人为保管不善或墓葬环境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许多作品的画心变黑变黄，墨色暗淡无光，发霉虫蛀使其千疮

百孔，以致该文物污损、残缺、破碎、无法欣赏、研究。如何修复保护这些文物书画使其恢复原貌，用中国传统的修复技术手

段修复，要经过：去污、揭背、补残、全色四道主要工序，而这些工作对每件文物的干预又是非常的全面和直接。如全色。全

色是对修复书画进行接笔、添墨、染色工作的一个统称。工作性质是将修补后在画心、画意中留下的修复痕迹掩盖，以达到从

外观上满足视觉整体的完美，此乃与其他材质的文物修复千方百计把修复痕迹加以修饰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这项工作在整个

修复工作中被专家称之为点睛之举，有些画作缺失画意，有些书法缺撇少捺，经过专家的修复，都能恢复原始风貌，有些甚至

从缺失非常严重的状态变成为了文物中的精品。但这恰恰成为西方专家对中国传统修复方法存在质疑的地方，有些西方专家就

指出：青铜器的伪锈以及中国书画的全色是以破坏文物的历史真实性为代价，以求符合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其结果是制造出

了一个真假合成的文物。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修复理念上的不同，所产生出的不同认识。其实任何理念都离不开它所产生的

社会背景，西方文物界在文物修复中遵循真实性、可辨识性以及最小修复干预的原则，他们认为文物的一些残缺是自然环境和

人为因素造成的一种现实情景。要尽可能真实地、全面地保存并延续其艺术、历史及社会的所有信息，将其受到现代人干预的

程度降到最低。而中国传统修复理念则从满足收藏者注重的美学价值出发，追求一种无缺的美。在国人心中,一件艺术珍品应该

以完美无瑕的动人画卷呈现给世人，在观念上很难接受一件艺术品的残缺不全。  

其实，在中西方文物修复理念的交汇中，各自的修复理念都在逐渐发生着转变，修复目的都在向考古修复、展览修复、商

品修复三个方面发展。在文物修复保护过程中既要遵循文物修复保护的基本准则，同时又保持文物在每个领域的独特性。考古

修复就是要将文物本身所具有研究性质的信息完整真实地予以保留，减少现代人的干预，为将来的科学研究保留尽可能多的原

始信息。展览修复是要将文物华美绚丽的一面展示出来供人们欣赏，所以文物本身应该具备完整的美，但修复痕迹要做到从隐

蔽的地方可以识别。商品修复是在当今的商品社会中许多文物已经成为了高档商品，它们当中很多被私人花巨资收于囊中，这

些文物的修复保护只能依其个人偏好而定，商品修复大部分文物往往被修复得非常完美，其痕迹一般用放大镜都很难发现。所

以也附加了更多现代人的因素。  

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对于身边每一件文物来说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如何对待这些延续历史文明的载体，努力让它保持历

史原貌，同时也保持其艺术价值和现代社会价值，使其完好的从我们手中传给后人，是广大文物修复工作者肩上的一个历史重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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