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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性互补性夯实团队基础

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是隶属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公益二类事
业单位，具有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在陶瓷文物修复方面，先后为国内多家
单位修复了100余件珍贵文物和3000余件未定级文物及商品文物。为文博
单位和科研机构编制了 15项文物保护修复项目方案，实施完成陶瓷文物
保护修复项目 14项。与多家文博机构和高校签订了陶瓷文物保护修复研
究和人才培养协议并开展了相关合作。出版和发表了一批陶瓷保护修复专
著和理论研究文章，承担多项国家艺术基金、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心具有
扎实的理论研究能力、完备的价值认知能力、全面的技术实施能力和成熟
的资源整合能力，拥有一流的专家团队和理论与实践基础，在全国陶瓷文
物保护修复领域具有权威性。

万林艺术博物馆是武汉大学和武汉市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普教
育基地和公共文化平台。博物馆馆藏丰富，特色鲜明，有学校百年办学历史
积累下来和教职工、校友及社会捐赠的动物标本、文物和艺术品共计1.5万
余件（套）。博物馆被评为湖北省科普基地，曾入选武汉十大博物馆。开馆八
年来，举办临时展览 70余场，曾两次获得湖北省年度博物馆、纪念馆六大
陈列展览精品奖，累计观众量200余万人次。博物馆拥有一支文物保护、展
览展示、相关专业课程教学研究方面的专业团队。

中心与博物馆双方组成联合项目团队，优势互补，精诚合作。中心副主
任李奇任项目总负责人，负责确立项目学术方向，设计保护修复技术路线，
指导与审核技术实施；中心保护修复部余艺、中心主任朱祥德、博物馆馆长
助理彭蛟任项目负责人。其中，余艺负责项目实施进度与质量，撰写方案与
整理记录；朱祥德负责整合双方资源，设计与实施活化利用内容；彭蛟负责
项目程序推进，配合陈列展览，设计与实施培训课程。

以普遍性代表性彰显项目价值

本项目修复文物品种丰富，75件陶器年代为新石器时代至唐代，器型
包括壶、盘、杯、罐、瓮、碗、缸、钵、弧形器、簋、杯、盆、豆、釜、支座、鼎、鬹、
甑、器盖、人物俑、动物俑。24件瓷器年代为晋至清代，器型包括壶、盘、罐、
碟、碗、壶、觚、瓶、蜡台、砚、注子、洗。文物来源广泛，75件陶器均为出土文
物，其中明器22件、遗址出土53件。24件瓷器中5件为出土文物，19件为传
世文物。明清官窑瓷器8件、民窑瓷器16件，8件明清官窑瓷器为20世纪50
年代调剂入藏。文物经历多元，普遍存在修复经历，75件陶器出土后全部进
行过考古修复，24件瓷器中，有13件进行过考古修复，3件进行过传统锔钉
修补，2件进行过商业型修复。均存在修复不当或修复老化问题。文物肌体
状况各异，通过检测发现，部分陶器本身胎体较为酥软，硬度和致密度较
低，表面又无釉层保护，长期受埋藏或保存环境影响，肌体不紧实；部分瓷
器质地酥松，釉层存脱落；部分瓷器质地坚硬，肌体紧实。文物病害情况复
杂，通过目测、仪器检测、测量与统计病害等方法进行病害识别，发现本批
文物病害情况复杂，其中破碎器物61件，缺损器物83件，胎釉结合不紧密
器物5件，修复老化局部脱落器物67件。经归纳整理统计，陶器文物存在裂
纹、裂缝、残断、脱落、泥土附着物、其他附着物、不当修复等病害，瓷器文物
存在惊纹、裂缝、缺损、伤釉、附着物、不当修复等病害。

总体来看，一方面，本批待修复的文物生产年代跨度大，反映了新石器
时代到清代陶瓷器的生产水平、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
和科学价值。而项目的实施不仅能对文物进行有效保护，还可以大大提
升展陈利用和科研教学水平，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陶瓷文物
是文物中的“大宗”，也并非文物修复中的“优先紧急类”，本项目保护修复
的文物类型来源现状多样，也非国宝级文物，而正是这样的文物类型，代表
了目前全国多数博物馆的多数文物的情况。因此本项目的实施为我国多数
博物馆如何保护多数的一般文物，如何整合资源，发挥文保项目最大效益
提供了示范。

以科学性规范性确保修复水准

本项目认真践行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以“价值评估是核心，现状分析
是基础，完整呈现是目标，修复技能是保障”为实施理念，整体遵循真实性、
完整性、最小干预性、可识别性、可再处理性、风险可控性的文物保护修复
基本原则，项目设计做到文物研究与保护修复并举。

通过查阅博物馆保管库房手工账、考古发掘报告、相关文献资料，登录
“一普”数据库等查找文物基本信息，对文物进行全面的测量和影像采集。
通过便携式显微镜检测了胎釉结合紧密程度，通过便携式XRF荧光光谱
仪检测了胎、釉、彩和锔瓷修补材料的元素成分，通过拉曼光谱检测了老
化粘接物样本成分，通过离子色谱检测了附着物样本成分。综合病害识
别、检测数据和病害统计结果等信息，根据不同病害发展趋势，对病害活
动性质进行判定，对器物稳定性和风险做出评估，给出客观的病害评估意
见。对于存在大面积缺损和部件缺失的器物，通过梳理大量同时期的文物
及文献资料，对器物相关历史信息进行整体还原。在摸清文物的基本信息
后，围绕文物进一步开展材质特征、器型特点、纹饰内容、制作工艺、保存现
状等方面的研究。

在扎实的前期研究基础上，项目组遵循文物保护基本原则和技术规
范，对文物实施清洗、脱盐、加固、粘接、配补、修整、作色、补绘等一系列保
护与修复技术处理，以达到消除不良历史影响、性状稳定、外观完整的目
的，从而更好地彰显文物本身的文化内涵，深度展示文物的历史、艺术和科
学价值，为博物馆陈列展示和科研教学提供更多的“精品”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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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沿性针对性提升方案效用

项目组在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方针的指引下，确定了本项目的指导思想、基本
原则、实施理念、实施要求，根据每一件文物的保存现状和价值内涵进行归类。认真
分析每一件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及其重要性，确定需要通过修复呈现的主要
价值取向及其代表性元素。根据文物价值取向的不同，采用不同的修复技术路线和
具体方式。技术实施做到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融合，修复效果力求真实现状与艺术
呈现兼顾。综合制定并实施了8条技术路线，具有一定创新性和示范性。

一是保持现状，进行养护。针对外形基本完整，缺失面积小且无重要文物信息或
第二历史中的历次修补工艺价值高的器物（图1）。二是原状保护，定制展陈装置。针
对肌体脆弱，缺失外形可知但具体形态不知的器物（图2）。三是传统考古型修复，提
升展陈效果。针对修复工艺粗糙、存在不当修复或修复材料老化的出土器物。作色时
补配面积大作底色（图3），补配面积小作接近色（图4）。四是传统无痕修复。针对肌
体坚硬致密，传世的、价值偏向艺术价值的官窑瓷器、高档瓷器。补缺和粘接处无重
要文物信息或只是重复信息，无重要第二历史信息（图5）。五是传统陈列型修复。针
对质地酥松，存在外形与纹饰缺损的器物（图6）。六是 3D打印结合传统修复技艺。
针对大面积缺损（图7）或缺失部位形态复杂（图8）导致传统修复工艺难以解决的器
物。七是使用新型补配材料结合传统修复技艺。针对使用传统修复材料会掩盖甚至
破坏文物重要历史信息的器物（图9）。八是制作仿制品。针对经过传统修复，存在修
复工艺和修复历史档案价值的器物（图10）。通过上述技术路线的实施，力争最大程
度达到每一件文物现阶段最佳保护、展示与利用的效果。修复效果受到了业内专家、
观众的认可，有专家评价道：本项目探索多种修复方式在陶瓷文物保护修复项目中
的应用，丰富了陶瓷文物修复的理论与实践。

这些保护修复技术路线的制定和实施，又都是伴随着修复理论和实践的一些前
沿思考而进行。

一是不同现实状况和价值取向的陶瓷文物如何进行保护修复，能获得现阶段最
佳的保护、展示与利用效果？文物保护修复技术路线一般步骤是相对固定的，但在实
际项目中，每一件文物的保存现状和价值取向都各不相同，所以单一的技术路线不仅
缺乏针对性，还会影响到修复质量，最终难以达到预期的保护修复目的。本项目针对
每件器物的实际情况和展陈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技术路线，并且对每一件陶瓷文物
的修复尺度进行了合理控制，取得了现阶段能达到的最佳保护、展示与利用效果。

二是如何对待器物在被使用、保护过程中经历的修补或修复及其留下的痕迹？
陶瓷器文物很多存在修复经历，且留下了明显的修补、修复工艺痕迹。如何对待这些
修补、修复工艺痕迹，首先要明确修复痕迹是否影响文物价值的呈现，是否符合文物
保护需要，其次还要看历史修复痕迹是否具有修复史等方面的历史文化价值。本项
目中，就结合文物保存实际情况和历史修复所蕴含的价值，有针对性地对这些修复
痕迹进行了处理。

三是如何利用现代技术解决传统修复技能无法解决的问题？传统古陶瓷修复技
艺在面对大面积缺损、外形复杂的器物时，精准度和效率较低；在使用实体、不透明
的传统修复材料时，会遮盖甚至破坏重要文物信息。现代技术中的新材料、新理念的
合理使用，既能达到文物保护的目的，又能呈现重要文物信息，提高了文物研究阐释
和展示传播水平。本项目进行了一些相关创新尝试。

四是如何改进传统考古型陶瓷修复中石膏颜色对器物整体观感的影响？传统考
古型修复又称研究型修复，主要目的是体现出土器物“真实性”，所修补部分必须与
本体有明显差别，通常使用石膏进行补配，不作随色处理。随着国家对文物利用的要
求不断提高，将考古成果惠及人民群众，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已经成为新时代的
需求，传统考古型修复开始逐渐难以满足博物馆文物展陈的需要。本项目尝试改进
了传统考古型陶瓷修复中石膏颜色对器物整体观感，尽可能做到真实性、艺术性和
协调性的统一。

以协同性开放性助力人才培养

本项目实施利用文保专业技术力量优势，组合文保机构、高校、博物馆资源，搭
建多功能平台，在文物保护、技能培训、课程教学、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实践，取得丰
硕成果。丰富了文物保护项目实施的功能与作用，具有创新性和示范性。

博物馆联合中心以及相关学院结合本项目特点，举办了“晤陶会瓷——文物保
护工作坊”实践教学活动（图11）。教学团队以陶瓷类文物为出发点，向学生系统讲
授了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相关政策法规，文物保护和修复的传统工艺，现代科学
分析手段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等内容。博物馆将教学实践活动建设成为武汉大学固
定专业选修课程，受到学生热捧，并被学校官方视频号等推荐。科学多样的修复实践
成果也成为重要的教学资源，展厅成了生动的教学课堂（图12），支撑了《考古学概
论》《考古学专题》《文物品赏》等一批专业课和通识课教学。

中心与武汉大学、湖北工业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湖北艺术职业学院等共同
建立文物保护修复实践教育基地，把教学与实践有机结合。中心组织了多次国内著
名修复专家现场教学（图13），中心专业修复人员与武汉大学师生以及其他相关高
校学生共同参与（图14），通过项目为博物馆培养了两名修复专业人才，同时也为社
会培养出了多名适应岗位需要的复合型文物修复人才。

以融合性辐射性放大利用效果

本项目充分利用平台产出的各方面成果，除了教学实践外，还采用展览展示、讲座
交流、纪录片拍摄、书籍出版等方式向社会大众宣传中华文明内涵，传播文物文化知识，
展示文物保护技术，倡导文物保护意识，取得巨大社会效益，具有创新性和示范性。

在文物本体修复上，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文物本体病害得到祛除和有效控制，修
复直接服务于博物馆基本陈列建设，修复后的文物全部进入博物馆基本陈列展，占
展出文物总量的 25%，典型的修复技术和理念还成为重要的展览展示内容，有效支
撑和提升了陈列展览效果。“珞珞如石——万林艺术博物馆基本陈列”获得第六届
（2021年度）湖北省博物馆、纪念馆六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图15）。展览还与武大校园
古建筑、武大樱花等景观，共同组成了武汉大学新的“打卡地”“风景线”，丰富了博物
馆所在地的旅游资源，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图16）。展览开展一年半以来，在
校园整体封控管理的情况下，接待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及社会观众42万人次。展览
还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被多家重要媒体报道40余次，各大网络平台网上直播观展累
计超50万人次。

结合项目的实施，中心组织和参与相关论坛交流、学术讲座等 20余次。与湖北
长江传媒数字出版有限公司合作，联合录制《中国古陶瓷修复技艺实录》，被列入“十
四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联合申报获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瓷气永宝——瓷器
保护、修复与创新性再造》。

本项目的总体特点可以概括为“守正、创新、丰富、示范”，让文物充分活了起来。
项目团队将继续深入相关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为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水平奉献力量，共同守望中华文化灿烂星空。

2021 年至 2022 年，湖北省

文物交流信息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与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

（以下简称博物馆）共同实施了

“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馆藏陶瓷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该修复项

目在科学规范的基础上，兼具学术性和探索性，串联起文物保护展示利

用完整链条，实现了文物修复理论实践探索、人才培养、展示利用的多方

共赢，引导学生、观众与陶瓷文物跨越时空对话，感受中华文明魅力，坚

定文化自信，是让文物“活起来”的生动实践。

图1 保持现状，进行养护

图7 3D打印结合传
统修复技艺补配大
面积缺失

图2 原状保护，定制展陈装置

图3 考古型修复作色时补配面积大作底色

图4 考古型修复补配面积小作接近色

图5 无痕修复

图6 陈列型修复
图16 项目创新形式修复的文物
吸引大批观众

图8 3D打印结合传统修复技艺
补配复杂形态缺失

图9 使用透明亚克力材料补配

图10 3D打印结合传统修复技
艺制作仿制品

图11“晤陶会瓷——文物保护
工作坊”实践教学活动

图12 展厅教学

图13 国内著名修复专家现场教学

图14 项目参与人员工作协调会

图15“珞珞如石——万林艺术
博物馆基本陈列”开幕式

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 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