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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技艺 妙手回春——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传承记
作者：张力程  来源：《人民日报》（2021年04月03日）  时间：2021.04.06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明代宣德红釉梨式壶。你很难想象在修复前它已经碎裂成10余片，把手

和底足都缺损严重。但其优美的器形，发色纯正的红釉，是典型的“宣红”，代表了宣德时期铜红

釉烧制的极高艺术水准。为了使这件颇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瓷器恢复到原有的状态，修复师们详细

查阅了同类完整器的图文资料，确定了修复依据，绘制了图样，对经过清洗的残片通过细致的粘

接、补配和打磨，恢复了器物的原有形状。这件红釉瓷器的釉色变化极为丰富，有的地方黑红，有

的地方红色偏浅，同时又呈现了高温烧造导致的红釉流淌的动势，大大提高了作色的难度。修复师

经过无数次颜色的调配，对釉色的流淌性进行了精心模仿，最终使这件宣德红釉梨式壶呈现出“浑

然一体，补处莫分”的效果。

　　“差处不可容一毫”

　　一件残破的陶瓷要恢复如初，需经过清洗、粘接、补缺、打磨、全色等步骤。上海博物馆古陶

瓷修复技艺的传统，便是在对各类型陶瓷器的特点熟习于心的基础上，力求将每一个步骤都进行到

“差处不可容一毫”的极致地步，使补缺部分上色后达到和原器浑然一体的效果，达到所谓的“无

迹可寻”。

　　瓷片的粘接和补缺处材料的打磨，必须做到指尖触之无丝毫滞涩的程度，才能确保全色这一关

键步骤能顺利进行。正是在这最具挑战性的环节上，体现了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技艺最为突出的

两个技术特点。

　　首先是笔绘与喷绘相结合的全色技法。以融入书画功底的笔绘技法，根据原器的釉彩走势精准

接笔、灵活表现纹饰的动感，辅之喷笔绘制的浓淡和晕散来体现色彩变化的微妙节奏，同时提升上

色的效率，如此取两种技法之所长，保证全色的高质量和高效率，忠实再现原器图案的意境和韵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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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高超的古陶瓷色彩质感复原技术。在全面掌握不同色釉显色特点的前提下，充分实验不

同修复材料的物理与化学特性，选取最为适合的色料和媒介剂的组合，以点、染、描、绘等多种上

色方式，使陶瓷的颜色和质感得到最为逼真的模拟和呈现。这样的核心技术确保了不同时期各个窑

口的古陶瓷都能被修复到肉眼几乎看不出处理痕迹的展陈效果。

　　一以贯之的师徒制

　　“古陶瓷修复技艺”是一项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技艺，其发端可追溯到上世纪。上海当时是重

要的艺术集散地，各式古玩店遍地开花。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修复技艺第一代传人饶鸿发是当时修

复古董文玩的一位巧匠，尤其擅长修古陶瓷。他在修复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系统总结了古陶瓷修

复技艺的全套手法、工序和材料，成为当时上海滩古陶瓷修复行业中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1958

年，上海博物馆设立文物修复工场，饶鸿发和当时其他几位古董修复行的顶尖高手一起被聘入馆，

专职从事古陶瓷修复工作。上海博物馆也成为国内最早设立古陶瓷修复岗位的博物馆之一。

　　饶鸿发以精湛的技艺修复了大量国宝级文物。与此同时，他在馆内收徒授业，其技艺至今已传

承四代。目前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修复团队共有4名成员，个个身怀绝技。第二代传人之一的胡渐宜

早年在上海模具厂工作，主要从事模具喷色，进入上海博物馆后，利用原先的技术特长改良了笔绘

修复的技法，开创了喷绘修复，提高了修复效率，也使修复后的视觉效果更为自然逼真。第三代传

人之一的蒋道银师从胡渐宜，开创了“瓷配瓷”的修复技法，并就这项技艺撰写了专著《古陶瓷修

复技艺》，为业内广泛推崇。他的弟子、第四代传人杨蕴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材

料和新技术的运用，首次将3D打印技术应用于古陶瓷的修复和复制中，并在2018年全国文物修复技

能大赛“瓷器修复”项目中获得一等奖。另一位第四代传人卜卫民则研究东西方古陶瓷修复理念，

尝试运用多种新型清洗材料和作色材料，其出色的技艺在2009年被认证为首批“上海市职工岗位绝

技绝招”。如今这两位老师也分别带出了学生。

　　一以贯之的师徒制是精湛技艺完整传承的保障，而每一代修复师的钻研进取使得古陶瓷修复这

株老树不断发出新枝。

　　“请进来，走出去”

　　有异于过去古董行技艺的秘不示人，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修复团队始终秉持保护文物的公心和

社会责任感，不仅在馆内以“师承制”模式传承，同时也培养了大批馆外的古陶瓷修复人才。

　　早在1997年，蒋道银便受国家文物局邀请在扬州开设了古陶瓷修复技艺培训班，当时的学员如

今都已成为古陶瓷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请进来，走出去”是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一直贯彻的

培养模式，即一方面邀请其他文博机构的修复人员来上海博物馆实习培训，一方面派出团队前往技

术力量薄弱和地处偏远地区的文博单位进行现场授课，形成提供长期技术支持的合作机制。近年来

上海博物馆还与本地多家高校的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合作，共同培养古陶瓷修复人才。

　　60余年来，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团队为本馆和国内各省市博物馆、考古机构、海外文博机构

修复了数千件藏品，其中不乏国家一级文物，如元青花双龙四系扁壶、成化素三彩鸭熏等，获得了

业内人士的高度认可。从石器时期的陶器到各朝各代不同窑口的瓷器，无论原先破损得多严重，经

过上海博物馆修复师们的双手，都宛如“重生”，表面的釉彩以一种完整的姿态展现出来，在博物

馆柔和的灯光中，向人们诉说着历史。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修复理念的更新，上博的古陶瓷修复技艺也在与时俱进，在尊重文物原有历

史文化信息的基础上，以更符合现代文物修复理念的最小干预、可逆性等原则进行保护修复。以一

件馆藏元青花花卉纹套盒的修复为例，这件文物之前经过了不当修复，修复材料已经老化。通过对

这件器物的拆解和清洗，去除了原有的修复材料，对整个套盒的上百片瓷片进行了预拼接，确保对

器型的理解无误后再粘接成型。对缺损的部分用与该器物胎釉颜色接近的材料补配，精心打磨出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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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口沿的菱花瓣壶造型，使补配部分与原器物衔接自然。由于盖口缺损严重，缺乏补全青花图案的

依据，特意选择以留白的方式，使观众和研究者能够看到原始的破碎状态和器物本来的风貌。

　　针对传统修复偏重最终修复效果而缺乏过程记录的问题，目前在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

已形成了有序记录从病害诊断到保护修复的严密流程。在修复前通过X射线衍射等大型分析仪器对文

物的保存状况和工艺信息充分提取，利用3D扫描技术全面记录文物，制订完备的文物档案和合理的

修复策略。在修复材料的选择上也更为科学环保，确保使用的材料不会对文物本体造成影响。3D打

印技术在陶瓷补缺中的成功应用，则是非遗技术与科技手段融合的典型例证。

　　2020年12月，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修复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这意味着，这门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传统技艺，在保持自身技术精髓的同时将更具活力，更好

地服务于新时代背景下的文物保护。

分　　享：

历史讲坛 学术资源 学术动态 中国考古
(中国历史文

院属研究所： 考古研究所 | 古代史研究所 | 近代史研究所 | 世界历史研究所 | 中国边疆研究所 | 历史理论研究所

机构链接： 人民网 | 新华网 | 求是网 | 光明网 | 学习强国 | 中国社会科学网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19 中国历史研究网. All Rights Reserved  视觉设计：北京分形科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1号楼中国历史研究院　邮编：100101

京ICP 备 1101386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0146号

建议使用IE9.0以上浏览器或兼容浏览器


TOP

http://hrc.cass.cn/xsdt/xsxw/202104/t20210406_5324120.shtml
http://hrc.cass.cn/lsjt/
http://hrc.cass.cn/xszy/
http://hrc.cass.cn/xsdt/
javascript:void(0);
http://kaogu.cssn.cn/
http://lishisuo.cssn.cn/
http://jds.cssn.cn/
http://iwh.cssn.cn/
http://bjs.cssn.cn/
http://lls.cssn.cn/
http://www.people.com.cn/
http://www.xinhuanet.com/
http://www.qstheory.cn/
http://www.gmw.cn/
https://www.xuexi.cn/
http://www.cssn.cn/
http://hrc.cass.cn/lxwm/
http://www.fractal-technology.com/
http://www.fractal-technolog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