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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布朗迪 ( Ces aer Banr id )这个当代伟大的保护修复理论家
,

奠定了西方国家现代保护
、

修复的思想基础和理论

基石
。

对布朗迪 ( Ces , Banr id )修复理论及其在青铜文物保护修复中的一些具体表现
,

及具体保护过程中遇到的

一些问题和看法作了简要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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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X() 4 年 2 月一 12 月
,

中意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

在北京的中国文物研究所举行
,

来自全国 27 省
、

市

的 67 名文物保护工作者接受了系统的文物保护科

学知识培训
。

其中
,

一门是西方的修复理论经典课 -

布朗迪 ( C
e s

aer B ar n d i )理论
,

由 M i e h e ll i 和詹长法老

师讲授
。

我国有悠久的青铜文物修复传统和修复思

想
,

在接受这门课时
,

有些观点引起了同学们广泛的

讨论和思索
,

也引起笔者的浓厚兴趣
。

笔者曾向故宫文物保护修复专家提出过这样

的问题
:

我们 目前的传统修复和意大利是否存在

两种不同修复理念下的修复方式的碰撞 ? 当时的

一位专家回答
:

传统修复技术的提法不够科学
,

什

么是传统修复
,

应该说中国目前的修复技术
。

经

过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的中国修复青铜器的技

术
,

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

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发

展到现在
。

如在 2 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也曾受英国

等国家修复技术的影响
,

引进了如漆片等国外技

术
。

这次培训班能够进行这样长时间的交流
,

对

于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会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

意

大利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也会有收获
。

同样的问题

笔者又向中方的专家詹长法老师请教
,

他语重心

长地说
,

什么传统修复
、

现代修复
,

大家讲求的都

是科学修复
。

短短一句话
,

概括出了文物保护修

复工作的出发点
: 以科学为基础

。

文物保护修复

技术将在探索中不断创新
。

1 布朗迪修复理论概述

19 63 年出版的《修复理论》一书
,

作者是布朗迪

( C es aer B ar n id )先生 ;通过这本书
,

布朗迪先生阐述

了现代保护
、

修复的思想和理论
。

1964 年
,

第二届

历史古迹建筑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举行
,

布朗迪的

思想得到认同
,

以其理论为基础
,

会上通过了著名的

《威尼斯宪章》
。

以后新的宪章都是以此为基础
,

从

不同角度进行补充
,

如 1978 年 fl 月 28 日在巴黎通

过《关于保护可移动文化财产的建议 》国际公约
。

198 2 年 12 月 巧 日关于历史园林保护中历史城镇

与城区保护的《佛罗伦萨宪章》等
。

但 《威尼斯宪

章》仍是进行文物保护修复时遵从的基础原则
。

布

朗迪修复理论在许多国家
,

尤其是欧洲得到认同
。

在布朗迪修复理论一书中
,

作者从修复的概念 ;

艺术品材料 ;艺术品唯一性 ;艺术品和修复与时间的

关系 ;修复时如何面对历史事件 ;修复与美学 ;艺术

品的空间性 ;预防性保护等 8 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

修复的理解和认识
。

其核心内容是
:
修复是根据历

史学
、

自然科学
、

美学
、

材料学的特征来认识艺术品
、

修复艺术品的方法学
,

也就是说在文物修复实践过

程中不排斥对文物主体的干涉
,

他强调材料的可逆

性
、

兼容性和可辨识性
,

充分认识科学发展的时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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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
,

提倡给未来留下可工作的空间
。

同时
,

强调有

效的文物修复不可能仅凭对文物的艺术和历史研究

而获得足够的支持
,

还需要一系列的技术分析与研

究
,

现代科学可以提供极其重要的手段
。

他提出修

复是对艺术品的实用性
、

审美需求和历史需求重新

认识的重要方法
。

2 布朗迪修复理论在青铜文物保护中的应

用

布朗迪说到
“

一件艺术品
,

我们必须要思考它

要传达给未来什么意义
,

只要想到这一点
,

我们在实

施修复这个行为之前
,

就会对这件艺术品的物质性

和其具有的两性即美学性价值
、

历史性价值来进行

再认识
。 ”

这是布朗迪理论的思想基础
,

他认为文物

的使命是传达
,

传达给未来的信息
。

如
,

文物作为物

质所承载的材料和工艺技术的传达 ;是古人社会思

想
、

审美情趣的承载
,

传达给后人当时的审美和艺术

观等
。

因此
,

我们在修复任何一件文物时
,

首先要做

的就是调查文物的历史沿革
,

借助历史和考古学家

的知识
,

必要时借助科学技术手段
,

对文物的历史特

征有基本的认识
,

搞清哪些是文物自身的东西
,

哪些

是后来人为或自然环境的添加物
,

明白我们要保留

什么
、

去除什么
,

也就是明确我们保护修复文物的目

的是把文物所承载的信息真实
、

完整地传承给将来
。

我们需要经常与历史学
、

美学
、

化学
、

物理学
、

生

物学等多学科专家一起共同研究
,

不应该在修复过

程中以自己的主观想象
,

去改变特定的历史环境
、

文

化环境赋予文物的特定意义
,

也不能抹去在历史演

变进程中任何自然与人为的力量对文物造成的改

变
。

如果是有历史意义的痕迹
,

即使保护难度很大

也要保留
,

如这次对汉代青铜三环盖鼎的鼎盖修复

时
,

盖里存有丝绸和木头的痕迹
,

是当时埋葬习俗的

实物见证
,

在修复时将这些都保留了下来
,

如图 1 -

2 (见彩版第 4 页图 3 4 一 3 5 )
。

布朗迪对修复行为的定义是
:
修复是对材料实

施的物理行为
,

是一种行为干涉
,

是对过去产生变化

的处理
。

他以最小干预为思想基础
,

认为在修复时

必须遵守三大原则
:
可逆

、

兼容
、

可辨识
。

修复过程

就是一个不断的确定修复行为正确性的过程
,

时时

告诫 自己
,

哪些能去掉
,

哪些不能去掉 ;要始终不断

地观察
、

不断的反思
、

不断的确定
。

通过对器物的美

学分析观察
,

最终达到尊重艺术品
,

为其服务
,

使其

完成承载文化内涵的使命
。

因为修复是对文物的干涉行为
,

不当的处理不

是对文物的保护而是一种新的伤害
。

在动手处理一

件青铜器时
,

首先是拍照
、

文字纪录
,

做出病变图
,

这

是对修复工作的记录
,

为将来再一次的修复提供根

据
,

也为后边的修复工作提供借鉴
。

在进行清洗
、

加固
、

缓蚀
、

封护等保护处理时
,

采

取的方法和药剂已经得到实验或前人经验证实是安

全的
,

也需要先在局部做出试验块
,

进一步检验所使

用方法的有效和安全
,

找到处理的程度标准
。

在修

复的整个过程中
,

不断分析观察
、

修正自己的观点
,

再有科学检测分析的帮助
,

保障每个动作
、

处理行为

的可靠性
。

在病害保证能去除的情况下
,

遵守最小干预的

保护原则
、

实施最小干预的保护方法和技术
。

比如

对青铜器的补全
,

只要残缺的部分不影响文物的艺

术性
、

历史的可读性和结构上的稳定性
,

即我们透过

残存的部分仍可以欣赏到文物的艺术风格和艺术

美
,

就不必进行补全
。

对于残缺太多又无历史依据

来恢复其外貌特征的青铜器
,

不予补全
,

为给观众提

供完整的视觉效果采用支撑物或做支架的形式予以

展示
。

布朗迪对老化这样解释
:

时间的流失就是老化
。

在保护修复理论中对时间的概念给予了极大关注
。

他强调老化是一种必然行为
,

修复工作只能减缓而

不能根治老化
。

又说时间赋予艺术品新的历史内

涵
,

有些应该保留
,

比如原始使用痕迹
、

重大历史事

件造成的痕迹等
,

应在修复中保留
。

在青铜器修复

中
,

对以前修复痕迹的保留处理
,

对已经断裂文物的

可识别性修复等
,

都是对文物在时间流失上的认识

与处理
。

对已经发生变形的青铜器
,

在不造成新的

伤害情况下
,

可以进行适当矫形
,

在不影响对文物整

体解读的情况下
,

提倡保留变形不动
。

对青铜器在

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红斑绿锈
,

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痕

迹
,

认为应该保留
。

同时
,

他也提出为后人留取空

间
,

提倡可持续性发展
。

对修复行为要求具有可逆

性
。

如粘接时采用的胶粘剂要能在必要时去掉
,

U H .U p lu s
双组分环氧树脂是热固性树脂

,

不可逆
,

使用时在需要粘接的断面上涂可逆的热塑性材料

P a r a
l io d 7B 2 的丙酮溶液作可逆涂层

。

典型的事例

是西安文物保护中心对戈父己鼎的修复
,

有 n 片残

片组成
,

根据腹深
、

口径
、

腹径等资料
,

参考同类型鼎

器
,

制造出鼎形支撑体
,

残片拼装固定在鼎形支撑体

上
,

对支撑体作色做旧
。

处理后达到了文物修复的

可识别性
,

又使整个器物统一
、

协调
。

布朗迪强调预防性保护
。

文物的保护与修复
,

即便采取最小干预的原则
,

但也是对文物进行了干

预
,

或多或少地给文物带来一定的伤害
。

对文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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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复
,

只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

最好的修复是

能够抑制病变的发生
,

采取预防性保护
。

他提倡定

期观察
、

检测
,

采取 日常维护的手段
。

他提倡采取合

适的保存环境
,

从环境保护中人手预防病变的发生
。

在布朗迪修复理论的指导下
,

意大利的文物保

护工作者还发展了许多有特点的保护处理技术方式

方法
,

比如补全时中性色的运用
、

影线的使用等
,

为

了达到可识别性的处理效果
,

在青铜器补全时采用

青铜器本身近似的颜色
,

但比原始表面低 2 一 3 m m

的手法
。

都是在力争文物真实
、

可解读的前提下
,

把

文物所承载信息尽量全面地传递给后人
。

3 问题与思考

( l) 布朗迪修复理论中提倡的预防性保护
,

最

小干预等观念已经逐渐被大家所熟悉并得到重视
,

但面对布朗迪修复理论中尤其是可辩识性修复效果

的要求
,

往往有些动摇
。

毕竟我国的青铜修复技术

始于春秋
,

盛于北宋
,

到清代修复技术已经系统化

了
。

中国青铜器尤其是商周青铜器在世界历史上占

有辉煌的地位
,

500 0 年悠久的历史赋予了我们中华

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
,

也产生了特有的审美观
、

价值

观
,

我们追求的是天衣无缝的保护修复效果
,

完整的

青铜器给予我们恢弘的视觉效果
,

用可辩识性能否

体现 ?

( 2) 除锈问题仍然是目前争议较多的一个话

题
。

在 200 3 年的文物报上先后有几位专家对这个

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

如
“

如旧
”

应有时间性
、

现状

与原貌
、

浅议青铜器修复中的除锈问题
、

也谈青铜器

修复中的除锈问题— 与邵安定先生商榷等
。

在学

习处理青铜器的理论课上
,

在实验室实践的过程中
,

也是同学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

什么锈应该去除
、

去除到什么程度合适 ? 我们还专门安排了一节包括

中外教授在内的关于古锈色的讨论会
。

意大利和我

国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一样
,

都非常重视古锈色
,

千百

年来形成的红斑绿锈古朴凝重
,

得到全世界人们的

喜爱
。

但是处理出的青铜器文物效果确实有很大的

差异 (图 3
,

见彩版第 4 页图 36)
。

西方对青铜古锈色的处理经历过处理到 c
u Z o

层
,

全身呈红色的阶段
。

发展到今天表面处理尽可

能呈现红绿两种颜色
,

最好不能有中间色
,

如黄色
、

棕色等
。

其理论依据是
:

青铜器表面的无害锈蚀产

物碱式碳酸铜
、

碱式氯化铜
、

氧化亚铜等为红色或绿

色
,

黄色
、

棕色是锈蚀产物与土等有害物质结合形成

的产物
,

而土会对文物造成伤害
。

对不同合金含量
、

不同埋藏环境的青铜文物
,

锈蚀产物要经过科学分

析确定其成分和颜色
,

来决定保留还是去掉
。

这个问题既有技术上的问题
,

理论依据是否充

分
:
土的危害有多大

,

土命锈蚀产物的危害多大
,

最

佳的青铜文物锈蚀处理程度是什么 ? 这又是一个理

念方面的问题
,

这种修复方式能否体现我国青铜文

物的特有内涵
,

得到广泛认可 ?

4 结 语

在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彰显的今天
,

信息和技术

的交流 日益频繁
,

坚持传统还是兼容并蓄
,

同样都需

要一个科学严谨的研究过程
。

让我们共同努力
,

去

开创文物保护更美好的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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