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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中日专家共同考察麦积山、炳灵寺、云冈石窟、内蒙古大召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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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年初秋的西北高原，天高云淡，清风送爽。由中日双方１２名文物保护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小

组，对甘肃、山西、内蒙古进行了为期９天的石窟遗址及壁画保护方面的实地考察和学术交流，就壁画保护

方面的理念、原则、方法和技术，特别是对如何发挥优势互补，使双方的交流合作更加实际、更加具体、更

加紧密，以切实解决壁画保护中所遇到的一些难题等相关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这次短暂的考

察，其实就是一次汲取专业优势进行文物保护交流合作方式的尝试。 

    一． 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就文物保护的理念和原则进行探讨和交流。 

    在此次的考察活动中，考察组成员来自中国文物研究所、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历史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呼和浩特博物馆、日本筑波大学人间综合科学院、日本国宝修理装潢师连

盟、六法美术有限会社等涉及文物保护修复、材料与技术研究开发、传统材料与传统工艺应用研究诸方面的

专家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代表处的有关人员也参加了考察活动。他们在专业研究方面各有侧重，

且大都工作在文物保护第一线，多年从事具体的保护修复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

国际、国内交流的频繁，科学理念的不断提升和拓展，对文物保护理论、方法、技术多方面的综合研究日渐

深入、日臻缜密，各国、各地在文物保护研究方面成果显著，保护修复的技术不断创新，方法多样，工艺更

趋成熟精湛。因此，定期小规模地集中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就某地区、某些问题进行专门的考察和交流研

讨，是很有意义和必要的。 

    二．利用专业优势 发挥优势互补 寻求资源整合，从而使文物保护在方法和工艺上更趋于先进和合

理。 

    由于这次考察组的成员各有不同的专业侧重，因而对一些问题的分析解决具有相对鲜明的专业特点，对

问题的整体判断比较全面和准确，尽可能避免片面、单一的弱点，集中优势，达到互补。 

这次考察的目标主要有甘肃省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山西省云冈石窟、内蒙古大召寺，以及呼和浩特博

物馆等，就石窟遗址景观环境、塑像和壁画的保存及保护现状、存在的石窟渗水、裂隙、塑像和壁画残损、

空鼓、酥碱、彩绘脱落、粉化等多种病害状况进行了专门调查，听取了当地文物保护部门有关人员的详细介

绍，中日专家们也各自谈了看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以小型报告会的形式就各自所做的工作和获得的成

果以及所遇到的问题一一展示，进行研究探讨。日本筑波大学大学院人间综合科担任世界文化遗产专攻的教

授泽田正昭先生就“麦积山、炳灵寺涅般木塑像的保存处理”发表了报告，他从塑像的结构、构造以及方

法、工艺上都做了详细的调查说明和保护修复过程的说明，并以日本法隆寺五重塔内的塑像作了比较，对炳

灵寺涅般木塑像保存处理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了科学的解释。 

    中日专家对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时期的壁画所采用的保护措施、方法和工艺作了比较研究，并且

通过实地考察，就具体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譬如：大家在考察呼和浩特博物馆壁画保护中心正

在进行的大召壁画和吐尔基山辽墓壁画的保护修复工作的时候，现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召壁画是１９８

５年揭取的寺院壁画，系泥质壁画，揭取后曾对壁画地仗层做过环氧树脂加固，吐尔基山辽墓壁画则绘于石

灰层上，因墓室浸水等自然力的因素造成壁画从墓室壁体上滑落，对两种环境不同、质地不同、制作工艺不

同，且揭取保存状况各异的壁画，专家们兴致勃勃，各抒己见，就保护修复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诸如材料的选

择应用、方法工艺的改进等等提出了切实的建议，非常有效地支持和帮助了基层的文物保护工作。 

 



    三．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文物保护修复的整体研究水平。 

    在文物保护修复中，我们既明确自己的方向和目标，选择了自己完成任务的路径和方法，但也要了解别

人在做什么，怎么做？别人在材料、方法技术和工艺方面的研究应用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和特殊的效果，这也

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只有在交流与合作中才能够得以实现。 

    在这一基础上，如果能够将具备专业优势的人才资源加以科学地整合，建立起一种长期合作的关系，定

期地针对某一处或某一个难题进行实地考察，并随时随地发表报告，就彼此间的看法及时地交流、探讨，以

有效地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既有灵活性又有针对性，或许不失为一种发挥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提高文物保

护科学研究水平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这次考察中，中日双方的专家学者们都认识到了这种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比如，日本在文物修复

中，在材料和技术的使用上有其独特的传统和特色，而我国也在多年的修复中积累和总结出自己的修复工

艺。我们在文物修复中，都各自有自己的侧重面。通过这次考察，双方人员对文物保护修复的一些理念、原

则达成共识，认为保护修复不仅仅要重视材料本身，而且更要注重工艺的流程和技术细节的研究。例如，在

保护修复中广泛使用的黏合剂，一方面是新产品的开发研究和应用，中国和日本都有一些性能很好的产品用

于文物保护修复；另一方面是传统材料、工艺的沿用。我们通常使用的明胶，是一种用动物骨、皮毛熬制的

黏合剂。在市场上我们买到的只能是统称的动物胶，根本无法得到分类的动物胶，兔子胶、水牛胶等等。笔

者曾走访了内蒙古的几个骨胶厂，但都已经放弃了传统骨胶的制作，只生产药物用的胶囊。日本的一个文物

保护修复所就开展了关于传统熬胶工艺的研究，原因是早年他们从中国的广州和内蒙古、河北等地都买到传

统工艺熬制的动物胶，而现在却买不到了。记得负责研究的这位日本同行还风趣地和我开玩笑说，以后我们

研究生产出来了，再返销到中国去。恐怕也不单单是一个玩笑而已。考察交流中，大家一致表示，在今后的

文物保护修复中，要把对传统材料的应用研究与传统工艺的应用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有形文化遗产保护研

究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结合起来，多学科、多专业交叉互补，互为印证，以促进文物保护修复研究更加

全面、深入。同时，大家也希望今后多举行这样的活动，最好能够定期召开，从而形成一种有益的交流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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