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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视力色】         【打印】 【字号 大 中 小】编辑：ww 2011-06-08

        宁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是近几年来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调整工作思路，加大文物科技保护投入力度，加快硬件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于

2007年2月正式成立的。中心成立不久，受两家博物馆委托，先后承担两批共141件馆藏及考古出土古陶瓷文物的修复保护。这两批古陶瓷中，以

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宋、元、明龙泉青瓷为主，部分为新石器时期陶器和商周时期原始瓷，其中二、三级陶瓷文物18件。 

      委托单位在对修复成果进行验收时充分肯定所采用的修复工艺和修复成果，认为修复工作基本遵循“少干预”“不改变原貌”“不破坏文

物信息”“材料可逆”等修复原则；修复后的文物在型、式、色彩、质感上与原器物协调一致，达到完美效果，符合陈列展示的预期文物修复要

求和目标；器物造型比较准确，能依据相关资料与同类实物，把握器物的时代特征，做到形神兼备；器物釉色处理方面基本能做到釉色接近，色

差较少。 

      新年前夕，记者在刚开放不久的宁波市博物馆内陶瓷展区见到了经文物修复人员妙手修复后完好如初的文物。 

      众所周知，在传统修复中，古陶瓷修复难度相当大，各地虽然不乏修复高手，但整体力量偏弱，且一般是论件修复，成批修复的还是少

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徐炯明自豪地告诉记者，这是他们中心成立不久完成的一项规模化修复，不仅成功地完成了一批古陶瓷的修

复，更重要的是，在修复实践中提升了科学修复文物的理念，同时也强化了团队建设。  

还还还还原原原原历历历历史史史史真真真真实实实实面貌面貌面貌面貌 

   

        虽然是一批文物，但每件器物的质地、色彩、残损程度并不相同。修复前，他们对每件器物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根据器物不同的残

损程度、质地、色彩、过去修复与否等现状进行分类、排列，有针对性地对每件器物制订科学规范的修复方案。方案内容包括文物现状的描述、

修复的指导思想、修复的基本原则、修复的技术路线、工艺、使用的设备材料和方法、修复人员等等。 

   

        《文物保护法》规定：“修复馆藏文物，不得改变馆藏文物的原状；复制、拍摄、拓印馆藏文物，不得对馆藏文物造成损害。” 宁波文物

科技保护中心主任傅亦民说，他们承接的这次修复是展览修复，修复目的是还原被修复器物的历史真实面貌。整个修复严格遵守 “不改变原

貌”的基本原则，在实施修复过程中，始终忠实于器物的原状和原貌，在需要进行补配、作色、补绘图案纹饰等工艺时，应有确凿的参照物或照

片、图像资料。在没有确切依据的情况下，决不主观臆造，随意加以改变。 

   

        整个修复根据修复方案和专家的指导，本着科学严谨态度，严格遵守文物修复基本原则，按照分解、清洗、翻模、补配修型、打底作色、

仿釉、作旧等工艺流程实施。而无论是修复的措施确定还是材料的选择，都是在反复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的。采取的措施则是以不影响被修复器物

以后的重新修复处理为原则。 

   

        同时，修复建档工作也是本次修复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开始接受任务到交付给委托方，从制定修复的整体方案到修复前后每件器物的相关

信息、修复实施方案、技术路线选择、修复时间、修复过程、修复工艺与材料、修复总结、专家审核意见及修复前后图片资料等等，在修复档案

里均有详细记载。   

   

        残损文物通过分解、清洗、黏接、补配修形、作色仿釉、作旧等程序恢复了其型、式、色彩、质感特征，达到陈列品的艺术效果。修复所

采用的材料为国内古陶瓷修复界通用材料，对器物本体无损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与改进，如补配材料渗透加固，选用抗老化性强、耐候性

好、表面附着力佳的仿釉材料等。采用这些材料既能保持修复部分的时效性，又具有可逆性，凡所使用新材料、新工艺随时都能分解重修。 



        文物修复不仅是要修复好文物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正确认知文物，认知传统修复技术的科学性，进而提升修复水平。回过头来再看这次修

复，傅亦民等颇有感慨。这主要表现在补配修形、作色仿釉、材料选择等方面。 

补补补补配修形不能主配修形不能主配修形不能主配修形不能主观观观观臆臆臆臆断断断断 

     

        对残损器物补配修形，一方面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加完整的信息；另一方面更加艺术地将器物呈现在观赏者面前，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补

配修形重在形准。补配修形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器物神韵的再现及下一步的作色仿釉效果。古陶瓷器物种类繁多，各窑口瓷器各有特点，每件

器物的损坏部位和程度又各不相同。因而，补配修形前必须客观、全面了解修复对象的时代特征、型制特点及保存现状，尤其是对于残损较大的

器物，要有确凿的参照依据，绝不能主观臆断。以壶为例，吴、西晋时期的壶一般矮胖矮胖，东晋时器形逐渐增高，南朝时期演变为瘦长、大口

及后期腹部上圆下收；唐代器形承袭南朝风格，晚唐大量生产喇叭口壶、小盘口壶等，绝大多数壶腹作成瓜棱状，流作八棱；五代、北宋时为长

颈，喇叭小口、圈足外撇、圆流、扁带状把。傅亦民说，这些器形特征为他们修复不同时期的器物提供了时代依据。当然对一些缺失口、流、把

等某一部件的器物，最直接、最确凿的依据还是同时代同器型的实物，没有确凿的参照物不能凭空臆造。如在修复把、流缺失的五代越窑花鸟纹

带盖执壶时，他们就是从时代特征、同时代同器型实物、图片资料三个方面考虑复原缺失部件的。 

     

        补配修形是通过填补、翻模等方法补配缺损和缺失部位（补配材料里可调入和釉面接近的颜料，方便下一步的作色），再经过反复打磨修

形，使补配部分与器物整体保持协调，与原器物本体表面过渡自然、平滑，补配部分复制的纹饰与原器物衔接自然、流畅、逼真。同时，要尊重

历史信息，不能凭空增减，不能为了追求视觉上的完美而消除器物上的一些自然和人为因素造成的痕迹。如被修复的越窑盘内底有一道烧制时形

成的裂痕、越窑五代越窑花鸟纹带盖执壶的盖上也有烧制时留下的痕迹，为了遵循修复宗旨，他们修复时保留了这类历史信息，不做处理，以体

现其历史真实性、可读性。 

作色作色作色作色仿仿仿仿釉追求逼釉追求逼釉追求逼釉追求逼真真真真 

   

        作色仿釉是陶瓷器修复中最难的一道工序，修复水平高低主要看修复部位在色彩与质感上是否与原物一致，能否达到较好的视觉效果。因

此，作色仿釉一方面要细致观察和分析器物表面呈色情况，从器物的基本颜色、色彩变化情况、色彩的层次关系等方面考虑制订作色方案，然后

进行调色、上色；另一方面要熟练掌握作色、仿釉等各种技法，熟悉所用颜料的各项性能指标。唯其如此，修复出来的器物才能逼真。为了了解

其中的奥妙，傅亦民以越窑青瓷为例予以阐释。他介绍，越窑瓷器釉面的色调变化相当大，除了和瓷釉中氧化亚铁的含量有关外，还和瓷器烧成

温度和装烧工艺等关系密切。瓷釉中氧化亚铁含量占到0.8%左右时就能出现淡绿色，随着铁量的增多，颜色由淡变浓。如果达到1%~3%左右

时，就出现青绿色或绿色釉。铁的含量达到5%时为米黄色，增加到8%左右时就呈现赤褐色乃至暗褐色。当烧成温度在1100℃时釉色呈青中带

黄。当烧造温度在1200±20℃时釉色为淡青。晚唐时采用瓷匣钵装烧新工艺，这种新工艺装烧的产品，其釉色比普通匣钵装烧的要纯正、清亮得

多，基本上消除了传统越窑青瓷釉色青中泛黄的色调而呈艾青色，有“千峰翠色”之美誉。秘色瓷就是采用这种创新的工艺生产的。越窑瓷器呈

色如此复杂，而且有的在同一件器物上表面色彩也不一致，所以修复越窑青瓷器在作色仿釉上确实存在一定难度。在修复宁波博物馆越窑瓷器的

前期，他们也摸索了一段时间。他们开始主要是以越窑青瓷的基本色，即青绿色或黄绿色来调制色浆，没有深入考虑组成基本色的原色或间色种

类，对表面色彩变化把握不够，采用单一的着色技法，导致色彩不相协调。经过相互间的分析、探讨和反复的试验，修复组摸索出了一套越窑青

瓷器作色仿釉技术方法。首先，按照色彩原理，用各种矿物颜料和稀释剂、仿釉清漆，按不同比例准确调制符合作色仿釉工艺要求的色浆。对于

青绿色釉面的器物，他们用绿+土黄+褐+少量蓝+黑+少量红，加入一定数量的稀释剂和仿釉清漆调制色浆；土黄色釉的器物，用土黄+少量红+绿

+黑+褐，用稀释剂和仿釉清漆调和配制；而青黄色釉的器物，就用绿+蓝+褐+量大一点的土黄+黑+少量红，用稀释剂和仿釉清漆调制。当然，无

论何种色彩的调制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标准，需要灵活运用，随时增减。其次，根据唐宋时期器物表面釉层较薄（一般在0.2~0.4毫米），虽

釉面色调变化大，但属于同一层次色彩变化的特性，在作色仿釉工艺上采用由浅入深，多层覆盖，点喷、连喷、笔涂和网刷的刷、弹、拨结合运

用手法，做出器表色斑、流釉、发色不均、呈色多样等色彩变化，同时注意尽量减少对原器物釉面的遮盖面积。如此操作，补配部分表面呈色均

匀、自然，与原器物色彩基本一致，达到了器物完整无损的视觉效果。 

修修修修复复复复材料可逆可辨兼容材料可逆可辨兼容材料可逆可辨兼容材料可逆可辨兼容 

   

        古陶瓷修复材料种类繁多，按其性质和用途可分为清洁剂、黏接剂、补配材料、颜料、仿釉材料、有机溶剂及其他辅助材料等。但无论采

用何种材料，首先要保证其可逆性，即补配部位既要易于拆除，又不破坏文物的原始材料；其次，要有可辨识性，尊重文物的原始部分，既要与

原始部位有所区别，又要相互协调；第三，须具备可兼容性，补配材料应同文物原始材料有兼容性，不能改变或破坏文物的原始材料；第四，要

有一定的时效性，修复部分须保持相当时间的稳定性；第五，新的材料要确保经过大量的实验及长期的时间验证对文物无害，无隐患，方可使

用。 

   

        据介绍，宁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在修复宁波博物馆馆藏越窑瓷器工作中选用高锰酸钾、草酸、稀盐酸、84消毒液等清除冲线、蹦口等污

垢，用丙酮等有机溶剂分解原黏接部分。用502、509、AAA胶等作为黏接剂、加固剂和补配材料调和剂。 

     

        补配材料必须具备可塑性、固化后不变形、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和硬度，与仿釉材料有较好的结合力等特性。选用和调制补配材料，应根据



修复对象和修复要求而定。用于展示或商业修复的补配材料一般由几种物质混合组成，通常是水调石膏粉或滑石粉与胶类调和而成。石膏作补配

材料易于打磨成形，考虑到石膏固化后机械强度低，质地脆弱，易受潮粉化，他们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是在取模成形后打磨，使补配部分厚度略

低于器物表面，然后用乙酸丁脂按比例调和502胶水或用渗透性能好的S型502胶水涂抹石膏胎体，全面渗透加固。二是用509或AAA胶调和滑石粉

（可适当加入和器物釉面上最浅部位颜色接近的颜料）调制补配材料（可略稀点），然后在加固后的石膏胎体面上披挂，待略干时整形，完全干

后打磨修形。一些残损程度不大的器物就用509或AAA胶调和滑石粉（可适当加入颜料）调制补配料，补配缺损部分。 

   

        仿釉材料主要分颜料和基料两部分，颜料为呈色物质，基料为成膜物质。仿釉材料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修复器物的质感和色彩效果，所以使

用什么材料仿制古陶瓷器物上的色釉一直是他们探讨的重要课题。在实施宁波博物馆馆藏陶瓷文物修复时，他们采用具有耐光耐候性、易于分

散、耐溶性好、粒度细、遮盖力强以及浮色、变色、渗色的现象较轻的矿物颜料作为呈色物质。能作为基料的材料也有许多种，选择一种好的基

料对仿釉效果至关重要。通过市场调查，并经过试验，他们选择一种硝基类素色透明清漆作为仿釉基料。这种清漆无色透明，有较好的附着力，

能与颜料很好结合，而且有较好的抗老化性，成膜后硬度大，不易变色变质。事实上，陈列在展厅里的一件件瓷器佳品皆晶莹温润，宛如丽质天

成。若不是经过他们指点，很难找出哪些是经过修复的，哪些用的是仿釉材料。 

      综观目前陶瓷修复行业，虽不乏佼佼者，但技术力量分散，尚未形成团队，如有大批量修复项目，在技术人员配备和设备上难免捉襟见

肘。鉴于这种现状，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有意尝试建立古陶瓷保护修复研究基地，做大做强古陶瓷修复事业。目前宁波有专门的修复场地，配

备全套的古陶瓷修复设备，硬件建设充分，专业实力雄厚。该所科技保护中心配备有专职修复人员，同时外聘多位省内外修复经验丰富、修复技

术高超、有开拓创新意识的古陶瓷修复技术人才，特聘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秘书长贾文忠、古陶瓷修复专家于爱平为古陶瓷修复长期技

术顾问，以保证技术支撑；经过几个大项目修复实践，尤其是通过像越窑、龙泉窑等相对难度较大的瓷器的修复实践，对如何开展大批量古陶瓷

修复保护项目以及各类窑口器物的修复保护工作已具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和技术、工艺层面上的保证。 

   

        硬件环境的完备与多方面的技术支撑，使宁波有条件建设一支能修复不同窑口古陶瓷的修复保护团队，也有能力建立一个古陶瓷修复保护

与新材料新技术研究基地。 

  

链接： 

   

        宁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成立于2007年2月。开展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的科技保护工作。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逐渐加大可移

动文物的修复保护力度，注重修复保护工作的硬件环境建设和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专门投入50万元新建了修复整理基地。基地建筑面积

达643.28平方米，包括整理大厅、修复工作室、修复文物标本室、科学实验室、专业摄影室等，并按照技术规范要求安装了安全监控设施，以确

保文物安全。同时，上级安排文物专项经费20万元用于添置相关文物修复设备，如：电热恒温干燥箱、恒温槽、吊磨、气泵、喷笔、电脑、数码

相机、超声波清洗机、转台、电动砂轮、电（牙）钻、微波炉、保险柜、器皿柜、拍摄台等及其他辅助工具，以满足文物修复工作需要。为了提

高文物修复水平，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有目的地对文物修复科技人才进行培养，使文物修复保护工作做到可持续发展。2007年选派两位修复专

职人员参加全国古陶瓷修复中高级培训。与此同时，鼓励修复专职人员与国内修复同行进行业务联络、切磋，吸收新的技术和方法；聘请国内知

名修复专家作为技术顾问，指导工作和技术把关。通过专业人才培养和引进、硬件环境建设以及相配套的管理制度和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促使文

物修复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2008年7月，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可移动文物修复二级资质单位。 

（（（（2009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13日日日日5版）版）版）版） 

采编：管理员 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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