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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心注入
我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当老

师已经一年多了。我们也经常接

到一些客户的修复需求，他们拿
着器物来修复，并且要求我们保

密，不希望自己的收藏品，被别人
知道修复过。对此我们也必须严

守规则。

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未来会
出现一个新的职业，“修复鉴定师”。

一件东西，有没有修复过，一般的
人看不出来，只有行内人才能看明

白。如果我没有学过修复，就不会
知道有这么多的技术与手法。

学生们经常一起商讨修复的
技术，如果修不到位，就多加练

习。此外我们也会跟踪国外的修
复手法，看看他们的材料发展到

什么地步，有没有新的手法出现。
当然，从事这一行，终究还是

有无穷的乐趣，才让我热爱它。有
一次，我很幸运地，从市场上收到

一片元末明初的青白釉贴塑梅花
大罐的一件瓷片。那件瓷片太美

了，我爱不释手，每天回家的第一
件事，就是拿在手上摸来摸去、左

看右看。心里想着，要是有一天能
收到一件完整器该多好，收不到

哪怕是上上手，也是一件乐事。

不出几天，好像老天得知了我
的心愿，我们学院接到了太仓市博

物馆的委托，修复一件口沿略残的
东西，正是元末明初的青白釉贴塑梅

花大罐！器物送来的时候，我激动极
了，跟博物馆老师说：“我自己有一件

残片，这次多亏你们，我才有机会与完

整器朝夕相处，非常感谢！”
这种巧合，真是奇妙的缘分。

修复工作由我辅助蒋老师来完
成。那段时间，我们利用上课之

余的时间，来开展修复工作。一
个月后修复完成，博物馆的老师

来将器物接走，我心里依依不舍。
作为文物修复师，我们经手修复

的每一件器物，都已跟它有了情

感的交流，这种情感，穿越几百年
的时光，慢慢抚平岁月在器物身上

留下的创伤，而器物，也在一点一

点治愈我们的内心。

（本版图片中的古瓷器，

都由蒋道银先生修复）

采访手记>>>

现在热爱古陶瓷和修复的大学
生越来越多，网络信息比较发达，大

家接触到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会更
加方便， 年轻人展现出了更多的热

情。 也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关于文物
的综艺节目以及纪录片都很不错，

对修复这个专业起到很好的宣传，

让更多的人得知并感兴趣。

修复专业的课程是比较全面

的，是由文史、艺术、修复技艺、现代
科学四大知识体系构成的知识结构

完整的专业课程体系， 现今文博行
业急需既有扎实文史艺术素养、又

懂材料科学技术， 同时掌握修复操
作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具体的课程

有：保护与修复基础、职业健康与安
全、陶瓷材料的历史与技术、修复材

料学基础、美术考古学、色彩表现基
础、文化遗产概论、应用化学、仪器

分析入门、古汉语、档案摄影、生物
学与文物保护、 自然科学在遗产保

护中的应用、外文文献导读等等。

我国待保护与修复的可移动文

物数量庞大，但是全国保护与修复人
才总量不足 ２０００人， 无法完成保护

与修复任务， 人才缺口将长期存在；

传统的“师承制”培养的修复师数量

有限并且不能很好地满足行业的迫
切需求，也正是因为如此，蒋道银教

授从行业走入高校， 组建教学团队，

深化教学改革，改进培养方法，完善

课程体系， 加强教学时间平台建设，

建立校馆合作渠道，探索人才培养与

非遗传承的良性模式。 每年培养的

学生就业去向有：博物馆、拍卖行、

美术馆、以及各大古玩交易平台等。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符合文博行业
要求的修复师大概要 4-10年，根据个

人学习情况而定。张亚旭认为悟性与投
入、理论与实践双双结合最重要。

■ 张亚旭在工作中

    编者按>>>

蒋道银老师修复过上千件文物，

被称为“中国古陶瓷修复第一人”。他
是国家级古陶瓷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也

是上海博物馆古瓷修复高级工艺师，张亚旭是
他的助教，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
的老师， 她爱上修复古陶瓷的过程及人生选择，是
90后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写照。 “传承”是热爱使
然，也是责任有加。

修旧如旧
这些年泡古玩市场，完整瓷器的

价格较贵，所以我收得更多的是残器

或瓷片，自己正好拿来修复。瓷片起码
有五六百片。东西多了，都没地方堆。

书桌上，架子上，床边上，到处都是。搬
家也特别麻烦，生怕弄丢了弄坏了。

你问我修复瓷器，跟练眼力有什

么关系———太有关系了！一是有了这
样的眼力，才能修得完美一些。二是如

果看到正在修的东西不对，顿时就不
想修了。文物修复，的确是一件不容易

的事。
拆卸、清洗、补缺、打磨、打底、做

色、上光、做旧……每一个步骤，都要很
多时间和精力去对付。修一件东西，时

间短的几周，时间长的，得一年两年。
一件老的东西，修好的地方必须

和它原来的地方一样老旧才行。比如
有的薄厚不一的釉水呀，铁锈斑呀，或

者划痕呀一一都要重现出来，要看不
出任何人为加工的痕迹。

可以说，要穷尽一切方法、手段，
去达到想要的效果。比如说，我走在路

上，低头走路时，突然看到地板砖上面
的划痕挺自然的。你就想，人踩来踩去

怎么弄出来的。一定是鞋底里有沙子。
那就从旁边抓一把沙，去打磨一下器

物，看看能不能出来那个效果。
我们的修复方法，是“冷修复”。这

是与进炉子烧的“热修复”相对应。“热
修复”会对风险难以把控，古陶器经不

起这种摧残。“冷修复”，用的都是化学

材料。这些年，修复的化学材料一直更
新，有国产的，有进口的，各个牌子都

有，各种性能也不一样。
然后就是反复做实验，什么样的

破损，什么样的质地，用什么样的材料
去修。如果是质地很松软的陶器，就不

能用渗透性很强的粘合剂，否则不仅
不牢固，粘合剂还会渗入胎体，对原件

产生污染、破坏。
只有反复做实验，不行就推倒重

来，要有巨大的耐心，才能找到一个最
合适的方法进行修复。

另外，有些瓷器上面的彩绘和花
纹，得用矿物质颜料去调出来。这时

候，我们所处环境的色温、光线，都会
影响所调的颜色的准确度。有时候，调

来调去，一个月都调不好，颜色就是不
对，简直要让人抓狂。

有的时候，顺手一调，哎，颜色就
对了。所以这事儿也需要一点运气，或

者说灵感。碰到这样的时候，你就不能
停下来了。就像医生做手术一样，一上

手术台，就是七八个小时，十几个小
时，真不能停下来。你得一口气把这个

步骤做完。

所以瓷器修复，需要多学科知识
的支撑，比如历史、美术、化学、物理、

生物学等等，都会在修复中用到。
当一件损坏的器物终于呈现在眼

前，完美如初时，那种喜悦感和成就
感，没有什么可以代替。

    听说我是做古陶瓷修复的， 人家

眼睛都瞪大了： 你年纪轻轻， 还会这
个？

其实说来都因有缘。

拜师学艺
我的本科，在中国美院学的艺术

策划。毕业后想要读研，不巧我们那个

专业要隔年招一回，轮到我这一年没
招，只能换专业。我就看到艺术品鉴赏

与修复，感觉相近，就去报考了。当时
还不太了解这一行到底做什么，后来

才深入了解、慢慢明白过来。

其实文物修复太有意思了。“交学
费”的事情太多了，现在古玩市场里，

赝品占多数。运气好，能碰上喜欢的价
格又合适的东西。这就对你的眼光有

非常高的要求了。我以前当然也买到
不对的东西，开始看着很好，越看越喜

欢，后来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找到了
毛病，就一眼能识破了。我现在家里喂

狗的那个碗，就是当初打眼买的不到
代的龙泉窑碗。留着它，也是给自己提

个醒。
对旧器物的兴趣，主要源于它的

美。中国的古陶瓷太美了，沉静，秀雅，
经过时间的磨洗更显出内敛的美感。

不过在漫长的时间里，很多古陶瓷在
出土或流传之后，由于年代久远，或是

种种原因，造成破损、毁坏。怎么把这
种破损的器物修复起来，恢复它的完

美状态，让大家可以欣赏它的美，就很
重要。我们做的瓷器修复工作，意义就

在这里。
修复古陶瓷，老师经常会说，要多

看，多摸，多实践。看多了，摸多了，试
多了，经验就出来了。

我师从于蒋道银老师，学习古陶

瓷的修复。之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
识了蒋道银老师的女儿蒋蔚，她从小

就向父亲学习修复手艺，自己也成了
一名文物修复师。父女俩致力于古陶

瓷文物修复，推广古陶瓷文化。蒋蔚
老师带我拜访了蒋道银老师。由于我

的研究生专业刚好对口，蒋道银老师

又看我对修复非常热爱，便决定收我
为徒，将自己文物修复经验一点点传

授于我。蒋道银老师修复过上千件文
物，被称为“中国古陶瓷修复第一

人”。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元青花凤首扁壶，就是经蒋道银老师

之手修复的。蒋老师今年已经 74岁
了。我从研二时拜蒋老师为师，至今已

经五年了。他现在依然意气风发，谈吐
中气十足。

以前我去逛古玩市场，发现有的
古玩贩子会把高仿品砸碎，再把瓷片

拿来卖。没经验的人往往掉以轻心，把
这种瓷片当作老东西买回去了。

其实那些东西，如果有经验了，能
看出来。比如说，看釉水，看土沁，看修

足、口沿，等等。现在很多年轻人，眼光
也好，格局也大。上次，我在杭州的吴

山广场那边古玩市场，接触到一个 95

后，古玩店开了很多年。他说，从十二三

岁就开始玩这些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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