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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修复研究·

安徽凤阳汤和墓出土一件元青花瓷的修复

卜卫民

（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研究室，上海 ２００００３）

摘要：安徽凤阳汤和墓出土的一件元代青花瓷，出土信息完整，文物价值、史料价值都非常高，但口沿有破损，有旧

修未补缺情况。为了修复它，遵循“文物最小干预原则”，对此器物进行“可鉴别修复”。通过立档、拆分、清洗、粘

接、补缺、作色、作釉等修复步骤，将蒸汽清洗技术应用于局部除环氧树脂，效果明显，使用硅粉代替滑石粉将显著

提高补配部分的硬度，为文物延长寿命。修复后，使这一元青花瓷重现文物完整的风貌，又保存了文物历史痕迹，

这将为我国文物修复工作带来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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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文物修复的效果是可控的，因为随着科学技术

不断进步，设备更先进，相对于过去而言，文物修复

效果的可控性大大增加，老前辈留下的传统技术是

经验的累积，现代文物修复师既传承了传统工艺又

得到先进设备的帮助，修复工艺的问题基本可以得

到解决。除修复工艺以外，修复效果主要取决于修

复理念，如今中西方的修复理念一直存在争议，因此

针对国外的“可鉴别修复”与国内的“完美修复”问

题，本工作将由一个元青花瓷修复实例、针对该问

题，阐述笔者的修复理念及一些新的建议。

１　元青花瓷简介

近些年，对于元青花瓷的研究一直是热门话题，

随着元代窖藏文物，明代墓葬文物出土等形式出现

的元青花，陆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民间的学习热情

持续高涨，乃至为追逐一件元青花瓷真品不惜血本，

一掷千金。各大省市博物馆也为拥有一件元青花瓷

作为馆藏而自豪。但事实上，完整的精品元青花瓷

少之又少，纪年墓出土的元青花瓷更是非常之珍贵。

景德镇是世界瓷都，制作出了大量精美瓷器，元

代后期景德镇技工的技术有所突破，瓷土配方得到

了改进；掌握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创烧了青花瓷。

汤和墓出土元青花瓷简介：汤和墓出土的元青花

瓷器，出土信息完整［１］，清嘉庆《凤阳县志》记载：“明

汤和墓在凤阳西北三十里”，汤和是明朝开国的重要

将领，战功卓著，是一代名将，死后追封东瓯王。该墓

“圹?”石质，篆书：“东瓯襄武王汤公圹?”。于

１９７３年市政修建发现该墓，进行发掘，但该墓已被盗，
虽然清理出上百件器物，但此件“元青花兽耳大罐”震

惊了当时挖掘人员，未被盗走实乃幸运，并且该器物

基本完整，只是口沿有破损，见出土后的照片见图１。
此器物因为出自明初墓葬，早年国内对元青花

瓷认识不深刻，将其定为明洪武瓷器，后经专家认定

为罕见的元青花大罐，堪称元青花中的珍品，达到了

元代青花瓷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准，也成为当代鉴定

元青花的标准器，并且早在１９７８年，文物出版社将
这件陶瓷珍品印成彩色图片向国内外发行［２］。

图１　出土元青花瓷
Ｆｉｇ．１　Ｙｕａｎｂｌｕｅ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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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修复过程

传统技法结合现代科技的修复手段，倡导环保、

无污染是整个修复过程的宗旨。修复经过了照相建

档、拆分、清洗、粘接、补缺、作色、作釉等步骤，以下

分别阐述。

２．１　建立修复档案

此青花瓷罐通高４７．５ｃｍ，口径１５．６ｃｍ，口沿碎
裂成８块，有旧修未补缺（图２），国产环氧树脂反色
严重（图３）。肩置对称兽面耳，一面兽耳有缺。在
修复前进行照相记录。此青花缠枝纹大罐器型端庄

厚重，青花发色蓝中带紫，色浓积釉处有明显铁锈色

凝结，典型的苏麻离青色料所制，应是元青花精品的

代表之作。

图２　青花瓷被修过痕迹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ｂｌｕｅ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图３　被修过的环氧树脂反色
Ｆｉｇ．３　Ｅｐｏｘｙａｎｔｉｃｏｌｏｒ

２．２　拆分
因为该瓷器出土后经人粘接，但粘结剂效果较

差，如今已经反色严重，粘结牢度大大下降（水煮数

分钟便脱落），对文物造成很大的隐患。拆分的工

作可以使用加温或者化学试剂的方法，为尽量不对

文物造成二次损害，通过水煮加热使其自然脱落

（图４），控制水温至沸腾温度，数十分钟后碎片便剥
落，可见粘结剂非常不牢固。

２．３　清洗
拆分后的器物仍有部分残胶，需通过清洗剂进

行彻底清除，非离子型试剂很多，效果几乎差不多，

将碎片在非离子型清洁剂内浸泡，而器物上的残胶，

通过敷上吸满清洁剂的棉花条便可，清洗后效果不

错（图５）。最难清除的是冲线内的残胶，瓷器胎质
紧密，清洁剂难以深入冲线内部，也不能将整个器物

放入超声波机进行清洗，将造成历史痕迹的丢失。

因此可以进行局部蒸汽清洗，将冲线内残胶与污垢

清除（图６）。

图４　水煮后青花瓷自然脱落
Ｆｉｇ．４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ｈｅｄｄ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ｂｏｉｌｉｎｇ

图５　用吸满清洁剂的棉花条清洗残胶
Ｆｉｇ．５　Ｆｉ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ａｓｕｃｔｉｏｎｃｌｅａｎｅｒｔｏｃｌｅａｎｒｅｓｉｄｕｅｏｆｃｏｔ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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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用局部蒸汽清洗充线内残胶
Ｆｉｇ．６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ｆｉｌｌｅｄｌｉｎｅｓｔｅａｍ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ｒｅｓｉｄｕｅ

２．４　粘接
将清洗后的碎片与原器物进行比对，然后进行

粘结，冲线处渗透粘结剂。使用抗老化性更好的环

氧树脂（ＡＡＡ全透明超能胶），尽可能延缓其老化、
反色的年限。

２．５　补缺
使用双组份环氧树脂拌入纳米级硅粉（将石英

硅打磨成纳米级粉末），再逐量加入颜色粉，钛白粉

及蓝色矿物粉末以８比１的比例混合加入，补缺完
口沿后，再补缺一只兽耳，蓝色及紫色矿物粉末以５
比１的比例逐渐混合加入，直至颜色接近缺口附近
颜色，修复完成后器物见图７，最后经过打磨而完成
补缺。

图７　修复口沿和兽耳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ｒｅｓｔｏｒｅｄｒｉｍａ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ｅａｒｓ

２．６　作色、作釉
最后进行作色、上釉，使用颜色粉配合清漆，

颜色粉与清漆比例达到１比８左右，只在修复的
部位上绘青花、上釉，不干预真器表面。并尽量

使修复部位的颜色与质感达到原器物，青花发色

蓝中带紫，模仿出釉下青花的视觉效果，保持足

够的瓷质感。

３　修复效果

修复效果从图８、９可看出，修复部位的胎色、青
花发色与原物非常接近，但又清晰看到保留下的裂

缝。观众可以分辨出口沿有几块碎片，这样既恢复

了文物的完整性、美观性，又不过多干预瓷器本身，

最大限度的保留下器物的“真实性”。

图８　修复后的口沿
Ｆｉｇ．８　Ｒｉｍ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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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修复后的青花瓷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ｒｅｓｔｏｒｅｄｂｌｕｅ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此次修复中使用的材料都是可逆的，修复师可
以取下修复材料，并不对器物造成损伤，并且使用的

材料、试剂都非常环保，对修复师本身及环境不造成

伤害。

４　讨　论

当今国内与国外的修复理念是不同的，中国传

统文物修复技术专注于“完美无暇”，甚至达到“真

假难辨”，认为这才是让人们赞不绝口的技术。国

外的文物修复领域更系统化，提出的理念与理论更

完整，早在 １９６３年，ＣｅｓａｒｅＢｒａｎｄｉ在《文物修复理
论》一书中提出了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要求修复

后的文物是“可识别的”，对文物的干预控制到最

小。

１）国内的修复理念“完美修复”。修复目前国
内虽然没有完整的修复理论体系，但业界都默认

“完美修复”即补缺、作色、做旧恢复文物原貌，达到

“以假乱真”，肉眼无法识别，因为这符合中国人的

审美习惯。但是“绝对不可识别”做不到，经验丰富

的专业人员，借助相应仪器可以轻松揭示文物修复

过的痕迹［３］。

２）国外的修复理念“真实性”，操作上“可识别
性”［４］。国外认为修复应具有“真实性”，警惕造成

历史的、美学的造假情况，修复只针对材料进行；修

复应追求“最小干预”，并且达到“可识别性”，修复

材料一定具有“可逆性”，不能对文物“过度修复”。

《威尼斯宪章》指出，修复的作品应区别于原作，以

使修复不歪曲其艺术或历史见证。

３）笔者的修复理念。笔者通过多年修复经验
的积累、多年学习中外修复理论的知识，认为中国的

传统修复技法“全色”、“完美修复”都是不可多得的

技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修复的方法毋庸置

疑。笔者也赞同文物不该被“过度修复”，产生“历

史的赝品”，以及造成二次损害的结果。中国应该

根据自身国情，建立合理的修复标准，根据器物的保

存情况、破损程度、史料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等

因素，再确定修复方案，可选择“完美修复”或者“可

鉴别修复”。绝对不能为了可识别修复而刻意造成

可识别，也不能每件文物都进行“完美修复”。文物

修复师的职责是恢复文物的完整性、艺术性和观赏

性，对时间留下的痕迹给予尊重［５］，绝不是企图伪

造“历史”，消除文物历史痕迹，给观众带来错误性

的引导。

５　结　论

１）根据该文物的背景信息、史料价值、艺术
性，采用“可鉴别修复”的理念和相关手段，达到效

果不错的修复结果，尽可能地保留原器物的历史痕

迹，为观众带来了完整的观赏性，也未对文物造成过

多的干预。

２）此次修复的过程中，使用蒸汽清洗技术去
除局部环氧树脂，效果明显；使用硅粉代替滑石粉显

著提高了补配部分的硬度，将为文物延长寿命。

３）元青花瓷经修复后，达到远观一致，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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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的修复效果。此次修复是推进中国特色修

复标准的开始，这将为我国文物修复工作带来新

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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