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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重圆凭妙手，古香今韵赖匠心。金属文
物修复师会施展一种“魔法”，那就是让出土的

“吉金片羽”缀合成器，让修复后的“金属重器”重
新闪耀。修复好的金属文物，蕴藏着跨越千年的
历史，饱含着古代工匠的智慧，也见证着现代文
物修复师的匠心。从近代苏州派（南派）和北京派
（北派）的青铜器文物修复师到如今的高校文物
修复专业毕业生，金属文物修复师在新时代更加
多元、更具创新意识，他们勤学苦练、在工作台前
日复一日地钻研、努力，“复活”一件又一件国宝
重器，让我们看到更为鲜活的历史。

“缘起鸟尊”的文物修复师张政敏

1992年出生的张政敏，是山西博物院的一名
金属文物修复师，他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获得
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金属文物修
复师项目一等奖。

张政敏从小喜欢捏面塑，2011年，上高中的
他跟着太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人张”
去参加文化推广活动。同台展演的山西博物院工
作人员讲述了晋侯鸟尊的修复故事：晋侯鸟尊
2000年出土于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 114号
墓，鸟尊出土时已碎成 100多片，考古人员将其
以“套箱”的方式送进文物修复实验室进行修复，
耗费一年半时间，经过反复拼对、修补、去锈，这
件惊世之器才得以“重现”，只余尾部有残缺。

这一修复过程让他觉得十分震撼，他难以想
象100多片碎片竟在修复后如此珍贵。对文物修
复工作的好奇和向往促成他选择进入山西旅游
职业学院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学习。

2013 年，21 岁的他入职山西博物院文保中
心，从此走上金属文物保护修复之路。

如今，张政敏参加工作已有 9年，从最初学
习拼对青铜文物残片，到真正上手修复整件青铜
器，他已记不清参与了多少修复项目，修复了多
少件文物，但晋侯鸟尊令他念念不忘、牵挂在心。
2019年，张政敏作为业务骨干有幸参与到鸟尊修
复工作中。

冥冥中的缘分让张政敏激动不已。8 年前，
“鸟尊修复故事”吸引他走上文物修复之路；8年
后，他已成为新“鸟尊修复故事”中的主人公。此
次鸟尊的修复经过了检测、清洗、原封护层清除、
除锈、原补配物的去除、拼对、粘接、打磨、作色、
封护等诸多步骤，历时整整一年。当三千多年前

的鸟尊完整呈现在自己面前时，张政敏不禁热泪
盈眶。

张政敏说：“因为坚持，所以热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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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秉持着择一业终一生的
匠心，使国宝重光，繁华再现，为文博事业大发展
大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美术专业转行修文物的任伟

1983年出生的任伟，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
现为山东博物馆金属文物修复师。在 2022 年全
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金属文物修复
师项目一等奖。

大学刚毕业时，美术专业出身的任伟一直
从事现代彩绘壁画的绘制。2012年春，偶然得
知沂源县文管所招有美术功底的年轻人从事彩
绘陶器的保护修复工作，本着对传统文化的敬
仰和对文物的独特情感，任伟参加应聘，如愿
加入县文管所，参与县文管所与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共同合作的保护修复项目，得到国内顶级
专家的指导。

2015年4月，任伟进入山东博物馆文保部学
习金属文物保护修复，他还记得修复第一件金属
文物“青铜鑑”的焦虑和青涩，白天追着让老师不
厌其烦地示范和教导，夜间努力查阅资料了解相
关的腐蚀原理，历时两个月成功完成修复，得到
肯定和认可，这给了他长久的信心和决心。如今
已经不惑之年的任伟，将人生中最好的岁月都用
在了文物保护修复的最前线，先后参与 10多个
省级和国家级保护修复项目，保护修复各类文物
几千件，涉及材质10余种。从素面无纹的普通器
型到错金银、嵌宝石的珍贵文物，从三代的庄严
肃穆之风到晚期铜器的稽古维新之意，他从祖先
留下的各类珍宝中感受到历史给予的馈赠，惊叹
于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

从美术生到技术能手，任伟将美学修养融入
精湛技艺。早年的美术功底为他从事文物修复提
供了优势，在文物的形体塑造、补配部位纹饰的
錾刻以及做旧时对颜色的把控等方面，他得心应
手。另外，任伟这些年在文物修复工作中不断探
索创新，尝试打破金属文物修复步骤的单一性问
题，以前修复流程都是一步完成再进行下一步，
但任伟长期摸索后发现，修复过程中有时候可以
同时一次性完成好几个步骤，比如在连接时就把
补配甚至是做旧的步骤一步完成，这样既节省时

间、节约材料、增加牢固度、丰富质感，又使最后
的修复效果更加完美。2021年，任伟接到一件汉
代素面铜盆的修复任务，这件铜盆出土于日照海
曲墓，文物病害程度相当严重，而且器壁特别薄，
最薄处仅有0.2毫米。鉴于此，任伟在对这件器物
矫形时，同时配合连接、补配处理，使得最终修复
效果超出预期。

“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的殊荣，更坚定
了我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努力融入更多的
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我将抱着对文物的敬畏之
心、对文物工作的责任感，更加积极主动地让文
物好好‘活’下去，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任伟说道。

年轻有为的文物修复师李云峰

1994 年出生的李云峰，2018 年起在湖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参加多个
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在 2022 年全国文物行业职
业技能大赛中，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二等奖。

李云峰认为，青铜器修复是将支离破碎的记
忆重新拼接出一段故事，让这些文物承载的历史
可以被诠释、被诉说，不仅延续了文物的“生命”，
还能让这些文物能够相对完整地展现给观众，这
是自己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的初衷和动力。

文物修复有时是枯燥的，但李云峰对这项
工作充满热爱和激情，同时他还有高超的技艺
和精益求精的态度。在专业技术方面，他运用
传统工艺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方法，使得修
复后的器物达到相对真实美观的效果，保全文
物价值。

2022年，李云峰在修复湖北省京山市苏家垄
出土的三足缺失的青铜鼎时，本着在保护好文物
的基础上让文物“活”起来的理念，他将现代科
技、材料与传统修复技艺相结合，参考同时期同
类型青铜鼎，使用透明树脂材料对这件青铜鼎进
行三足补配。修复完成后，可透过透明鼎足看到
鼎身与鼎足连接处的榫头，以及鼎足内部的泥芯
（范土），直观展示青铜鼎足与鼎身铸接工艺以及
鼎足的范铸工艺，让观众更直观感受古人铸造青
铜器的智慧。

李云峰说：“文物修复工作要有耐心，展现
在文物修复师面前的往往都是一堆堆的文物残
片，把残片组合成完整的器物，要反复地对比
纹饰，按照大小厚薄拼出器形；文物修复工作
还要细心，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能通过残片
的信息，判断出器物的形状，用精湛的技艺、

不懈的努力，才能让文物重获新生。很荣幸获
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作为新时代技能人
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尽己所能做好青铜文
物的保护工作！”

学术型“文物守护者”李瑞亮

李瑞亮 1984 年出生于河北武安市，2010 年
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后入职安徽博物院，师从苏州派（南派）青铜器修
复大师靳鹏，从事金属文物修复和科技考古工
作。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大学兼职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

李瑞亮从小就喜欢鼓捣各种器材，享受拆
解—组合—复原的过程。大学读材料专业的他，
对金属材料的制备加工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博
物馆看到的一件件精美奇诡的商周青铜器，激
发了他对古代青铜冶铸技术的好奇心，驱使他
在研究生阶段选择科技考古专业，主攻冶金考
古。在青铜器样品采集时，他了解到出土青铜器
其实是“十铜九破”，博物馆中展出的青铜器多
数都经过修复。惊讶之余，他对青铜器修复工作
产生向往。毕业后，李瑞亮如愿考入安徽博物院
文物科技保护中心。

十余年来，李瑞亮传承“南派”修复技艺，践
行工匠精神。先后编制文物保护修复方案 10余
项，主持和参与完成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20项，
修复青铜器数百件。同时他还参与多项国家级、
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李瑞亮引入现代科技手段对金属文物的
结构和性能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不断钻
研，对金属文物修复的补配材料、做旧方法等
进行改进，有效提升了传统修复技术的科学化
水平。李瑞亮曾修复过滁州市博物馆藏东周青
铜甗，该甗破损较为严重、胎体较厚，修复难度
很大。他通过 X 射线衍射、X 射线荧光光谱分
析出甗表面锈蚀物不含氯离子，又通过金相显
微镜、扫描电镜能谱仪判断其合金类型为铅锡
青铜，具有良好的延展性，这为后续整形和焊
接提供了理论支撑。根据分析检测结果，经过
反复试验，他最终选用边补配边整形的方法修
复，这一步骤完成后对表面的接缝处进行打地
子和修饰，然后进行整体封护、做旧处理，最终
让这件“饱经沧桑”的青铜甗较为完整地呈现
在世人面前。

李瑞亮说：“艺成痴者，技必良；笃信前行

者，才能绽放梦想的力量。作为新时代文物守护
者，既要扎实做好每一天的文物修复工作，也要
主动推动当代科技与传统技艺相融合，更要走出

‘方寸天地’，面向‘大千世界’，激励更多的人加
入文物保护行列，共同谱写文物保护新篇章。”

积极创新的文物修复师张哲

1993年出生的张哲是河北石家庄人，小时
候就对手工艺和修复破损物品有着浓厚兴趣，
常常被那些历经岁月洗礼，却依然闪耀着历史
光芒的青铜文物所吸引。大学就读于西北大学
文物修复与鉴定专业的张哲，2017年毕业后先
后在杭州、北京工作，在北京期间得到中国国
家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专家的指导，
对金属和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有了较为系统的学
习，2020年进入河北复典文保科技有限公司从
事文物保护修复相关工作，先后参与40余项文
物保护修复项目方案，并带领修复团队参与完
成60项馆藏文物保护修复项目，修复各类文物
2000余件。

张哲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不断汲取文物
修复传统技艺的精华，同时还钻研精密焊接、
铸造、CNC雕刻、3D扫描等现代器物制作工
艺。通过文物保护修复新材料和新工艺的研
发，许多过去难以修复的文物得以重新复原。
比如青铜器的补配材料，张哲发现常用的修复
材料在性能方面还有较大进步空间，经过试
验、筛选，他研发的补配材料在抗老化性、黏
结稳定性、仿金属光泽度方面有了较大提升，
降低了补配后文物作色的难度，并延长了文物
修复后的寿命。

张哲说：“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不
仅是对我专业技能的认可，更是对我文物修复
工作的热爱和执着的肯定，给了我更强大的动
力和信心，激励我在文物修复领域继续追求卓
越。未来，期待能够参与更多珍贵文物的修复
工作，拯救原本‘濒危’的文物，保留文物蕴
含的独特价值和信息，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吉金片羽”到“重器重光”——“全国技术能手”金属项目文物修复师群像
本报记者 卢阳

坐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前沿——廊坊
东方大学城的河北东方学院文物与艺术学
院，践行“文物+艺术+科技”的培养理念，围
绕如何使文物活起来的课题，立足教学实
际，采取多种办法，实现学校文物课堂由

“活”到“火”到“热”的转变。

把文物课堂“活”起来纳入教改目标

以高校为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摇篮，
通过活起来的文物课堂全力提高教学质量；
瞄准金课的“两性一度”，服务于学校建设特
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需要，立足省
级一流专业建设点，以文博行业需求为导
向，构建“一个中心、两个协同、三个环节”教
学模式；以培养具有“爱国情怀、专业素养、
交叉思维、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文物应用型
人才为中心任务，优化教学内容；双师协同，
校企协同，构建校企共育的教学模式，拓展
实践教学环节；打造“课前自主学习、课中讲
练结合、课后实践拓展”三位一体的教学环
节，创新教学方法。通过一系列教改措施，让
静态的文物通过教师的课堂设计，如讨论研
究、案例讲解、文创设计、修复实践、展陈策
划等，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增投入建平台，
为文物课堂“活”起来提供物质保障

近两年学院先后建立金属文物保护修
复实验室、陶瓷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纸质
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石质文物保护修复
实验室、漆木器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纺织
品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科技检测实验室、
文物数字化应用技术实验室、金石传拓实
验室、文物摄影摄像技术实验室等 17个实

验室，筹建学校文物艺术博物馆、陶瓷艺术
馆，与非遗传承人合作制成古建筑、古墓葬、陶
窑、灰坑、水井等仿真教具；陈列陶器、瓷器、
青铜器、玉器、书画等教学标本，为学生沉浸
式教学提供条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殷墟遗址博物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安阳博物馆、廊坊博物馆等缔结合作
关系，搭建校外实践平台。利用以上实践平
台，大力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对学生了解社会、
开阔眼界、增强实践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请进来，走出去”，活跃文物课堂教学

文物课程教学并不局限于课堂，例如
在书画鉴赏课中，教师开展“移动课堂”，把
课堂搬到保利等拍卖预展现场授课，实现
360度沉浸式教学；每年开设考古采风教学
实践活动，把教学课堂搬到汤阴战国墓、宋
金穹隆顶等考古工地，让学生接触考古发
掘与处理工作；在文物学概论等课程中，教
师除设计“云”逛博物馆外，还积极带领学
生到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殷墟遗
址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等，对照实物进
行面对面的授课。学校的第二课堂也是丰
富多彩，为学生“走出去”提供机会，如带领
学生参加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论坛、京港博
物馆馆藏资源合作研讨会、博物馆与高校
合作共建课题等学术交流活动，让学生能
够及时获取学科最前沿的学术动态。

同时学校积极搭建学术平台，邀请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
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
术大家来校授课，举办学术讲座，为学生带
来文博领域前沿的科技成果和实践经验。
特别是一些既有学术修养又有实际操作技

能的复合型人才的不断加盟，使得学校的
文物课堂活跃异常。

以学生为中心，探索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

从学生核心素养出发，精心设计多项
“全员参与”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摸索中、合
作中、竞争中、参与中成长：本着教学相长
的原则，鼓励学生走上讲台，畅谈学习收
获、文博理想和心路历程；鼓励学生针对问
题在课堂上随时提问，使授课式课堂向讨
论式课堂迈进；对学术热点展开课堂辩论。
学院与北京多家文物修复企业合作，开展
项目化教学，把课堂搬到修复现场，先后参
与山东曲阜的古籍修复，安阳的青铜器修
复，湖北的陶瓷保护修复，苏州和四川的考
古发掘项目，太原的古陶瓷器及碑刻拓片
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等，真正实现做中学、学
中做，提升教学效果。

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学校文物课
堂一改过去师讲学听、循规蹈矩的旧的教学
模式，出现了既“火”又“热”的良好局面。目
前，学院文物专业数量已经增加到五个，文
物本专科在校人数由五年前的300多人发展
到目前的近2500人，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
保护与修复成为河北省一流专业建设点，并
在全国应用型高校排名中分别位居第二、第
三名。几年来，陶瓷、青铜修复、考古勘掘、书
画装裱等应用型人才供不应求，学校已成为
教育部全国应用型人才培养工程基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实践基地、京津冀
博物馆文化创意基地、京津冀博物馆研学
游项目体验基地。

（作者分别系河北东方学院文物与艺
术学院院长、文物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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