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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与担当——
面向全省 高效保护

山西博物院自 2005年成立文物保护研究部以来，
抓队伍建设、强修复技能，逐步具备了陶瓷、金属、书画、
古籍、壁画、砖石质等多类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承担了
山西省许多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的方案设计、课题申报
和项目实施工作；开展文物修复保护的综合技术研究，
文物保护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文物保护人才的教育
实践培训，文物保护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等工作；完成了
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先后培养了百
余名文物修复保护骨干人才，为文物事业发展作出了突
出贡献。

“十二五”以来，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积极推
动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协助省内文博单位成功申报可
移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方案百余个，预防性保护项目
45个；完成保护修复项目50余个，累计完成山西省各地
文物收藏单位近 5000件（套）可移动文物的修复保护，
近3000件（套）文物的保养；搬迁保护壁画墓40余座，其
中搬迁保护忻州九原岗北齐墓葬壁画200余平方米；提
高了山西省馆藏可移动脆弱文物的保护效率，实现了文
物的精准防护、有效保护。

山西博物院不断推进和完善文物保护修复室改造
提升，重点加强馆藏文物保护修复专用仪器设备和修复
设施的配备，创造适宜的修复环境，提升可移动文物保
护能力。项目实施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和文物保护行业相关标准，遵循最小干预、可再处
理、可辨识、不改变原状、科学性等原则，对需修复的各
类文物进行检测、分析，制定适合的修复技术路线，认真
按照保护修复流程操作，使各类修复文物得到科学的保
护处理。完成的主要修复项目有《昔阳县文化和旅游局
馆藏 113件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山西省长治县文
物博物馆馆藏书画文物保护修复项目》《河津市博物馆
藏瓷器保护修复项目》《平遥县清虚观藏纱阁戏人保护
修复项目》《山西博物院藏晋侯墓等出土青铜器保护修
复项目》等50余个。

按照“保护性修复”的实践理念，以科学研究贯穿修
复全程，以全面揭示与保存文物价值为原则，最大程度
保持文物以真实原状展示给观众，结合传统修复技艺开
展文物保护传承工作。与全国多领域、多地文博及相关
单位进行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合作，高质量保护修复了

《山西博物院藏水陆画保护修复项目》《稷山县博物馆藏
〈永乐南藏〉保护修复项目》《平遥县博物馆藏书画文物
保护修复项目》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合作项目，推动实现
双赢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科技与科研——
科学指引 精准保护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考察
座谈时提出，文物保护一定要靠科技，要“运用先进技术
加强文物保护和研究”，为做好文物科技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和科学指引。2016年以来，我们加快科技保护实
验室升级改造，实现文物保护工作合理规划，科学布局，
完善实验室基础设施、设备，建设技术先进、功能相对齐
全的实验室软硬件平台。山西博物院现建有文物检测

室、理化实验室、X光探伤室、消毒灭菌室，建有金属、陶
瓷、纸质、壁画、石质保护文物修复室等高标准工作场所。
拥有拉曼光谱仪、扫描电镜、傅立叶红外显微镜、三维体
视显微镜、X光探伤仪、金相显微镜、偏光显微镜等实验
检测修复设备，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将检测技术应用于文物修复保护研究，获取文物的
元素组成、分子结构、微观形貌、性能构造、腐蚀病害、光
热反应等人眼无法辨别的属性与信息，通过现代科技与
传统研究相融合，为认识文物病害、评估文物价值、保护
修复文物、制定技术路线、保护效果评估等提供保障。以
芮城县博物馆藏清工笔彩画《耕织图》屏风保护修复为
例。该屏风画面均残缺、绢丝脆化断裂，有水渍、霉斑、虫
蛀、灰尘等病害，经评估为重度。修复人员先利用显微曼
拉仪、平头 pH计、生物显微镜、手持电子放大镜、扫描
电子显微镜、能谱等对文物颜料、酸度、材质成分等进行
科学检测分析，再通过固色试验、胶矾水配比试验、胶粘
剂试验制定合适的修复技术路线，修复完成后采用
SC-80C全自动色差计进行色度复测，符合“远看一致，
近看可辨”的原则。修复以传统工艺为主，修复中所使用
的材料具有良好稳定性、环保无害和可再处理性。在保
护过程中坚持最小干预原则进行保护与修复，尊重历
史、尊重文物原貌。文物保护修复后，在展厅及库房保存
环境中可以长期展览及存放。

根据文物保护自身需求，注重文物保护理论基础、
文物材质分析以及文物病害、保护标准等方面研究，取
得的主要课题成果有《繁峙南关村金墓壁画绘制理法研
究》《晋南地区馆藏金属文物现状调查及保护方法研究》

《馆藏古瓷锔痕的保护研究》《山西馆藏宋代黄纸经籍的
用纸研究》《传统书画文物保护修复中“大浆”与“小浆”
的特性研究》《馆藏宋金时期砖室墓壁画保护效果评测
方法研究》《山西博物院藏100件青铜器保护修复研究》

《山西博物院藏傅山书画保护修复研究》《山西博物院文
物保护数据库建立与应用方法研究》等。山西博物院与
中国科技大学共同申请纸质文物保护技术类国家专利
共两项，即“一种用于修复古代书画文物折痕的方法”和

“一种用于古代纸质文物保护的加固剂及其使用、制备
方法”。主持完成了纸质、青铜器文物两项省级行业标准
制定项目即《书画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验收规范》和《青铜
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验收规范》，推动了地方文物保护行
业标准化建设。2021年，山西博物院被山西省文物局授
予金属文物保护与研究山西省文物局科研基地。

理念与创新——
复原修复 文物活化

十余年来，山西博物院搬迁保护了大量出土墓葬壁
画，也开展了相应的壁画室内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一
支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壁画保护队伍。博物院围绕文物
保护和利用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
开发、设计和试验，积极探索研究，促进传统技术与现代
技术的融合，推动壁画复原性修复保护，带动了山西壁
画保护领域的发展和创新。

山西博物院藏朔州水泉梁北齐墓葬壁画约80平方
米，其内容丰富，价值极高。2010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在行业相关法律规范的指导下，按照“保护壁画真实
性、完整性”修复原则，确立了“复原性修复”思路，开展
了科学的壁画修复工作。为实现壁画墓结构的复原，先
借助电脑技术对揭取的壁画块进行拼接，虚拟复原墓葬
结构；然后建造与原墓室各壁面弧度一致的沙坑模型，

利用沙坑弧面，制作上下表面为玻璃纤维布，中间夹层
为蜂窝铝芯的弧形支撑体板块，再将蜂窝铝芯板块按照
壁画块的尺寸和形状重新分割，组合为与原壁画墓形制
相同的结构；支撑体可有效复原后，再将其拆分，将前期
已修复的壁画自然块回帖至相应新支撑体板上；最后，
再次将已粘贴壁画块的支撑体板块拼接，实现壁画墓结
构复原。为维持复原结构的稳定性，在其外围安装桁架
式的保护支架。

水泉梁墓葬壁画的修复工艺，将传统技术与现代科
技相结合，创建了制作壁画异形支撑体的新方法，开创
了“复原性修复”的新思路、新模式。将壁画块拼接复原
为墓葬结构，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壁画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通过复原墓葬结构，将以往“单块独立感更加真实，
实现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的目标。山西
博物院申报的《山西博物院藏北齐壁画保护修复》入选
2021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在这种理念的指导
下，还修复了繁峙南关村金代壁画墓、阳泉平坦垴村金
壁画墓、五台阳白村元壁画墓、长治屯留县康庄工业园
区元代壁画墓、晋城郝匠金代砖雕墓等十余座墓葬。

人才与培养——
多种途径 创先争优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力求培养造就一支规模适
度、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文物保护人才队伍。鼓励专业
技术人员积极进取、创先争优，推行项目制，激发部门人
员干事创业的劲头，形成奋发有为的氛围。

多种途径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一是通过科技
项目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引进壁画保护修复高级人才
两名，实行传帮带，开启壁画保护修复新篇章。二是与高
等院校紧密合作通过项目培养人才。与中国科技大学共
同申请两项专利，与山西旅游学校合作的在线课程《陶
瓷器文物修复与保护》获得 2020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专业组课程二等奖。三是通过加强在职培训
提高文物保护从业人员的科技实践能力和研究水平。先
后派相关人员参加大同云冈“石窟寺科技保护及艺术价
值培训班”“故宫博物院古书画装裱修复培训”、郑州

“2021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与修复技术研习班”、大同
“山西省文物局 2021 年文物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培训
班”、西安“2021国家文物局壁画文物保护修复技术
培训班”等。四是与国家级相关科研院所以及国际知
名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建立交流互访制度，提升高层次
人才的培养档次。先后派相关人员参加“中意二期纸
质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意大利比萨文物保护技术实
践学习班等。五是积极参加国内外大型会议，开阔眼
界。组织部门员工参加国际博物馆协会藏品保护委员
会第十九届大会线上直播会议，线上听取第十届光谱
网络会议“光谱在文物保护及鉴定领域的应用”，线上
观看 2021“携手共进 多维创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青年论坛直播等。六是考察交流。派员工赴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四川博物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陕
西历史博物馆进行调研；部门负责人带队赴故宫博物
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考察学习；科技保
护研究组参加在山西太原组织的2021布鲁克红外技术
交流会等。七是加强专业知识学习。为提高部门员工文
物保护专业技术水平，购买文保书籍 500余册，供员工
借阅，提升专业能力。八是积极参加文物保护修复大赛，
通过比赛促进技能提高。2021年，在第二届全国文物职
业技能竞赛书画修复项目中，惠明涛荣获三等奖；2022

年，在山西省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双瑞和续凯、李
锐分别获得陶瓷及壁画彩塑文物修复一等奖，闫文祥、
张政敏获得金属文物修复二等奖等。通过弘扬践行“莫
高精神”“工匠精神”，逐步造就一支科技研发能力和技
术应用能力过硬的人才队伍，让文物保护事业后继有
人、人才辈出。

规划与实施——
面向未来 守护传承

近年来，山西博物院坚持以科研促发展、以传承练
内功、以管理促提升，实现了从重修复保护到科技支撑
和保护研究并重的转型，为文物保护工作交出了一份沉
甸甸的答卷。文保部团队将以此为起点，团结协作，守正
创新，不断开拓进取。

着重推进文物预防性保护。逐渐完善馆内环境监测
系统，组建覆盖所有展厅和文物库房的环境监测体系，
通过运用离线检测系统和环境调控系统，实现对馆藏文
物展藏环境的检测与调控，为馆藏文物营造一个“稳定、
洁净、安全、舒适”的环境，并逐步形成馆藏文物预防性
风险管理机制，全面提升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的综合能
力，实现馆藏文物长久保存。定期进行检查、清洁、除尘、
消毒等，有步骤分批次对馆藏部分特色文物进行维护保
养，增强上展文物的完整性、观赏性。对馆藏文物进行保
存状况调研，对重要的考古发掘破损文物制定修复计
划，让更多文物走进展厅，提高文物利用率。

继续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与国内外众多文博
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联合开展多
层次的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开展多学科协同的文物保护
科技攻关。以人才队伍建设和文物科技创新为驱动，全
面推动馆藏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充分运用最新科技成
果，推进文物保护新材料、新技术、新手段的应用。注重
技艺传承，继承和发扬“择一事 终一生”的奉献精神，切
实增强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能力，以高水平
的科研成果和高质量的保护修复工作，惠及人民群众、
增强文化自信、助力文明交流互鉴。

建设综合性文物保护平台。以“世界一流博物
馆”为标准，推动博物院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按照

“十四五”发展规划，立足全省，面向全国，充分利用
现代科学保护技术，建立健全文物保护修复研究体
系，切实解决文物在保护、修复方面存在的技术难
题，集中人力、财力做好文物的保护修复研究工作，
通过整合文物、人才、设备、信息等资源，将其打造
成具有较强文物保护修复、保护科研、保护培训、保
护咨询、保护科技、保护交流等多功能的区域性富有
特色的重点综合性文物保护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文物工作，推动文物事业开创新局面、呈现新气
象，文物工作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独特作用，山西博物院作为省城的文化会客厅，肩负
着展示山西文化特色、中华文明魅力、传播世界文明成
果的重要使命。文物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和山西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山西文物事业将在传承历史文
化、维系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中发挥更大作用，将在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中展
现更大作为。

（山西博物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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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位于黄河中游，地处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
原文化交汇区域。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文化交流，
为三晋大地留下了丰富而鲜明的历史文化遗产。山西
现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531处。国有馆藏可移动文物320万件（组）。这些美
轮美奂的文物，恰如散落在黄土地上的点点繁星，折射
出华夏文明的璀璨光辉。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
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我
们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考察山西，并作出重要指示。2020 年 5 月 11 日下
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大同云冈石窟，总书记说，云冈
石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
这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要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
础上研究利用好。2022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调研平遥古城时指出，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
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
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

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山西博物院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的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
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
方针，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方面，始终坚持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技艺传承夯实内力，营造
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强化保护修复团队建设与人才
培养。经过多年努力，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
项目，完成了大量高质量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取得了
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与保护修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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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青花缠枝花卉纹瓷绣墩修复前后

壁画墓结构复原 清洗铜器

对青铜器锈蚀样品进行拉曼光谱仪成分分析 专家指导书画修复科技检测扫描电镜

书画全色 战国铜盖鼎修复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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