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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合编的《文物修复研究》
第五集出版了。
这是第六、七两届全国文物修复技术研讨会的论文合集。
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30余篇，经过评审选出优秀论文90余篇结集出版，、供广大文物修复工作者交流
和借鉴。
　　第六届全国文物修复技术研讨会于2008年6月在广西南宁召开。
这次会议是在国家提出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背景下举办的，会议主题为“非物质文物遗产保护
与传统文物修复”。
这也是我们文物修复界首次对文化遗产实施的抢救行动。
　　文物是人类文化的遗存物，是历代先人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珍
贵遗产。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文物会受到自然的和人为因素的损坏，这就需要文物修复工作者，采用各种传统
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恢复文物原貌，使文物得以保存。
运用中国传统文物修复技术保护中国有形文化遗产，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因为传统修复技术本
身就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次会议组织与会的文物修复工作者共同探讨传统文物修复技术如何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问
题，目的是使这些传统技术后继有人，永远地传承下去，为文化遗产保护作出贡献。
　　第七届全国文物修复技术研讨会于2009年6月在浙江宁波召开。
会议主题为“古陶瓷修复研究”。
中国在瓷器的发明及其工艺、技术方面的辉煌成就，曾经对人类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
古陶瓷修复技术也是我国文物修复工作的一个传统优势。
但是，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古陶瓷修复从理念到工艺、技术、材料、手段等都产生许多新
认识、新成果，亟须我们去学习借鉴；一方面，目前我国各地文博单位收藏的古陶瓷，品类繁多，数
量庞大，其中有相当部分受到不同程度的残损，亟须进行抢救性修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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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合编的《文物修复研究》
第五集出版了。
这是第六、七两届全国文物修复技术研讨会的论文合集。
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30余篇，经过评审选出优秀论文90余篇结集出版，、供广大文物修复工作者交流
和借鉴。
　　第六届全国文物修复技术研讨会于2008年6月在广西南宁召开。
这次会议是在国家提出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背景下举办的，会议主题为“非物质文物遗产保护
与传统文物修复”。
这也是我们文物修复界首次对文化遗产实施的抢救行动。
　　文物是人类文化的遗存物，是历代先人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珍
贵遗产。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文物会受到自然的和人为因素的损坏，这就需要文物修复工作者，采用各种传统
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恢复文物原貌，使文物得以保存。
运用中国传统文物修复技术保护中国有形文化遗产，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因为传统修复技术本
身就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次会议组织与会的文物修复工作者共同探讨传统文物修复技术如何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问
题，目的是使这些传统技术后继有人，永远地传承下去，为文化遗产保护作出贡献。
　　第七届全国文物修复技术研讨会于2009年6月在浙江宁波召开。
会议主题为“古陶瓷修复研究”。
中国在瓷器的发明及其工艺、技术方面的辉煌成就，曾经对人类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
古陶瓷修复技术也是我国文物修复工作的一个传统优势。
但是，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古陶瓷修复从理念到工艺、技术、材料、手段等都产生许多新
认识、新成果，亟须我们去学习借鉴；一方面，目前我国各地文博单位收藏的古陶瓷，品类繁多，数
量庞大，其中有相当部分受到不同程度的残损，亟须进行抢救性修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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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编钟修复中的矫形定位装置及其使用青铜文物的矫形修复及相关问题探讨浅谈青铜器修复程序新
疆伊犁地区出土青铜器的保护修复资阳青铜车马的修复宋代墓葬出土铜镜的现场保护处理浅谈兵器类
文物的修复浅析青铜器锈蚀大连地区汉墓群出土部分青铜器的修复与保护浅谈汉代青铜马的修复春秋
蟠龙纹铜方壶的修复青铜器除锈技术与封护处理关系的再思考浅谈汉代“规矩纹铜镜”的修复方法及
改进工艺西周柿蒂纹铜尊的修复战国钟鼎修复与自制工具应用用于青铜器保护的Incralac的生物变质潮
湿环境下的铁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浅谈清代铁狮子的翻模和复制工艺流程清代康熙五彩将军罐修复．．
战国彩绘陶器的现场发掘和保护修复运用泥塑手法复原三星堆青铜人面具快速修复青铜器的一种有效
方法中山舰上出水瓷器的修复民国粉彩瓷器的修复论古陶瓷修复中上色颜料的选用关于提高丙烯酸光
油仿釉层硬度的研究元青花玉壶春瓶的清洗浅谈馆藏龙泉青瓷器的修复谈谈辽瓷修复的特点——以修
复白釉雕花盖罐和绿釉剔花凤首瓶为例谈谈馆藏瓷器修复保护的几点认识和体会——兼谈宁波博物馆
馆藏残损越窑青瓷器的修复浅谈古陶瓷的修复谈谈古陶瓷修复中的补配材料四川省博物馆馆藏东汉陶
马修复保护研究吐鲁番出土彩绘泥塑马的修复一件吐舌执蛇镇墓俑的抢救性修复保护绢质书画文物的
修复与保护谈天一阁博物馆书画装裱工艺与“北派”工艺的差异颐和园藏慈禧油画像的修复论院藏钱
维城画修复与研究明代嘉靖圣旨的修复保护博物馆绘画类艺术品复制述略《仿华秋岳笔意》修复简述
馆藏水陆道场画大准提观音菩萨画像的修复传统的装裱工艺，一流的先进设备——谈首博字画修复室
的前瞻性用现代科学理念连通中国书画装裱的古与今岳飞手书《出师表》拓片的收藏和装裱保护浅谈
书画托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硬笔手迹的复制性临摹初探书法在文物复制和陈列展览中的
应用博物馆文物修复资源可否为社会服务浅谈古旧字画修复的技法与实践中国书画装裱技法改进五动
议回顾首都博物馆新馆字画修复室的建设关于传统手工纸文化传承的相关问题略谈高凤翰《读书铭》
的修复过程——中贴折条的修复工艺谈谈唐代《妙法莲花经卷》的修复汉代彩绘画像石的拓片提取纸
质文物库房微生物的防治试论健全文物修复档案的措施水下壁画揭取技术和修复方法对丝织品文物水
解老化的探讨浅谈元代缂丝缘大袖袍的工艺和修复浅谈微生物对油画的侵蚀及其防治方法海派油画的
材料分析和修复措施古典家具欣赏是目的、收藏是精神、传达是责任浅析中国古典家具的修复浅谈明
清传世髹漆家具修复吉林省渤海国王室墓地出土银平脱梅花瓣形漆奁修复浅谈木雕插屏的修复与保养
——以沈阳故宫院藏“鸡翅木透雕仙童双鹿插屏”为例两件特殊纸质装饰文物的修复传统工艺技术在
古船保护修复中的应用刷镀技术在文物修复中的展望中国书画装裱技艺对纸本类文物的保护作用望奎
博物馆几件文物的修复岱庙石质文物现状及保护对策探讨关于文物保护工作创新的几点思考文物再修
复实践谈书画装潢是书画鉴定的辅助依据广汉宋墓出土文物抢救性保护修复周公庙遗址墓葬土体化学
加固研究马圈沟遗址古象足印迹加固起取搬迁保护技术博物馆石质文物的修复与保护原子灰在文物修
复中的作用曾侯乙瑟复原研究浅谈近代传统青铜器修复流派特点及传承情况故宫文物保护修复档案的
制作与使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不可忽视档案管理文物保护档案管理标准化初探从首都博物馆新馆建
设看藏品的保存环境发掘超常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于文物修复博物馆馆藏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现状与
思考浅析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博物馆藏品与环境浅谈对文物修复与研究的认
识浅谈文物修复粘接剂的配适性现阶段文物修复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开展文物修复技
术培训培养文物修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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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过初步矫正之后，自钮钟钲部应用内外对应矫形器。
约一星期之后，于钮钟鼓部固定第二套内外对应矫形器，选择最佳的着力点，多个着力点依次用力，
缓慢加压。
单个加压点之力可达上百斤，操作过程中必须小心谨慎，仔细寻求每一个着力点部位青铜金属所能承
受外部压力的最大限度，使每一部位的用力恰到好处。
　　钟体断块位置的整形稍稍复杂一点：在断块处以一丝或两丝将内外环状矫形设备连接在一起；应
用内外矫形器自身的相向挤压，先矫正曲面缺块两侧钟体边缘部位的变形；复原到位后，松开内外矫
形器，将断块置放到原位；再上紧矫形器上的螺丝，将断块与钟体曲面整形为一体。
　　3.配合激光焊接的二次矫形33号钮钟虽然经过矫形器矫形，而且效果明显，但实施激光焊接还是
有较大的难度。
因为焊接时要求焊缝越小越好，以免激光打穿编钟后熔化的铜粉漏掉，而导致无法焊接。
因此，在尚未完全解除内外合力压强的情况下，对钮钟进行初步焊接是焊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在焊接工作中，逐步减轻编钟外部压力，对焊接点逐一加力矫正，然后用激光进行焊接固定。
通过多次矫形与焊接，破损编钟终于成为一个整体。
用矫形器在焊接过程中进行二次或多次矫形，是编钟矫形工作在焊接过程中的延续。
　　4.分散模压结合焊接再次矫形传统文物修复整形方法中，锯解法是一项大家公认的不宜多用的方
法，因为它会对文物造成二次损坏。
　　有趣的是，在此次编钟修复工作中，34号钮钟出土时已经被压破成七大块，且扭曲变形。
其前期整形恰好与“锯解法”相似，只是省去了对文物损伤的“锯解”过程。
该钮钟表舞部已经破成两块，钟体破裂为五块扭曲的不规则长方形。
先把各个扭曲的残片用千斤顶和“G”形夹进行初步矫形；再用矫形器从内外固定编钟的各个残片，
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然后施以激光焊接，边焊接边整形，取得了很好的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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