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明代宣德红釉梨

式壶。你很难想象在修复前它已经碎裂成 10
余片，把手和底足都缺损严重。但其优美的

器形，发色纯正的红釉，是典型的“宣红”，代

表了宣德时期铜红釉烧制的极高艺术水准。

为了使这件颇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瓷器恢复

到原有的状态，修复师们详细查阅了同类完

整器的图文资料，确定了修复依据，绘制了图

样，对经过清洗的残片通过细致的粘接、补配

和打磨，恢复了器物的原有形状。这件红釉

瓷器的釉色变化极为丰富，有的地方黑红，有

的地方红色偏浅，同时又呈现了高温烧造导致

的红釉流淌的动势，大大提高了作色的难度。

修复师经过无数次颜色的调配，对釉色的流淌

性进行了精心模仿，最终使这件宣德红釉梨式

壶呈现出“浑然一体，补处莫分”的效果。

“差处不可容一毫”

一件残破的陶瓷要恢复如初，需经过清

洗、粘接、补缺、打磨、全色等步骤。上海博物

馆古陶瓷修复技艺的传统，便是在对各类型

陶瓷器的特点熟习于心的基础上，力求将每

一个步骤都进行到“差处不可容一毫”的极致

地步，使补缺部分上色后达到和原器浑然一

体的效果，达到所谓的“无迹可寻”。

瓷片的粘接和补缺处材料的打磨，必须

做到指尖触之无丝毫滞涩的程度，才能确保

全色这一关键步骤能顺利进行。正是在这最

具挑战性的环节上，体现了上海博物馆古陶

瓷修复技艺最为突出的两个技术特点。

首先是笔绘与喷绘相结合的全色技法。

以融入书画功底的笔绘技法，根据原器的釉

彩走势精准接笔、灵活表现纹饰的动感，辅之

喷笔绘制的浓淡和晕散来体现色彩变化的微

妙节奏，同时提升上色的效率，如此取两种技

法之所长，保证全色的高质量和高效率，忠实

再现原器图案的意境和韵味。

其 次 是 高 超 的 古 陶 瓷 色 彩 质 感 复 原 技

术。在全面掌握不同色釉显色特点的前提下，

充分实验不同修复材料的物理与化学特性，选

取最为适合的色料和媒介剂的组合，以点、染、

描、绘等多种上色方式，使陶瓷的颜色和质感

得到最为逼真的模拟和呈现。这样的核心技术

确保了不同时期各个窑口的古陶瓷都能被修复

到肉眼几乎看不出处理痕迹的展陈效果。

一以贯之的师徒制

“古陶瓷修复技艺”是一项具有深厚历史

积淀的技艺，其发端可追溯到上世纪。上海

当时是重要的艺术集散地，各式古玩店遍地

开花。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修复技艺第一代

传人饶鸿发是当时修复古董文玩的一位巧

匠，尤其擅长修古陶瓷。他在修复过程中不

断积累经验，系统总结了古陶瓷修复技

艺的全套手法、工序和材料，成为当时上

海滩古陶瓷修复行业中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

物。1958 年，上海博物馆设立文物修复工场，

饶鸿发和当时其他几位古董修复行的顶尖高

手 一 起 被 聘 入 馆 ，专 职 从 事 古 陶 瓷 修 复 工

作。上海博物馆也成为国内最早设立古陶瓷

修复岗位的博物馆之一。

饶鸿发以精湛的技艺修复了大量国宝级

文物。与此同时，他在馆内收徒授业，其技艺

至今已传承四代。目前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

修复团队共有 4 名成员，个个身怀绝技。第二

代传人之一的胡渐宜早年在上海模具厂工

作，主要从事模具喷色，进入上海博物馆后，

利用原先的技术特长改良了笔绘修复的技

法，开创了喷绘修复，提高了修复效率，也使

修复后的视觉效果更为自然逼真。第三代传

人之一的蒋道银师从胡渐宜，开创了“瓷配

瓷”的修复技法，并就这项技艺撰写了专著

《古陶瓷修复技艺》，为业内广泛推崇。他的

弟子、第四代传人杨蕴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

础上，积极探索新材料和新技术的运用，首次

将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古陶瓷的修复和复制

中，并在 2018 年全国文物修复技能大赛“瓷器

修复”项目中获得一等奖。另一位第四代传

人卜卫民则研究东西方古陶瓷修复理念，尝

试运用多种新型清洗材料和作色材料，其出

色的技艺在 2009 年被认证为首批“上海市职

工岗位绝技绝招”。如今这两位老师也分别

带出了学生。

一以贯之的师徒制是精湛技艺完整传承

的保障，而每一代修复师的钻研进取使得古

陶瓷修复这株老树不断发出新枝。

“请进来，走出去”

有异于过去古董行技艺的秘不示人，上

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修复团队始终秉持保护文

物的公心和社会责任感，不仅在馆内以“师承

制”模式传承，同时也培养了大批馆外的古陶

瓷修复人才。

早在 1997 年，蒋道银便受国家文物局邀

请在扬州开设了古陶瓷修复技艺培训班，当

时的学员如今都已成为古陶瓷修复领域的资

深专家。“请进来，走出去”是上海博物馆古陶

瓷修复一直贯彻的培养模式，即一方面邀请

其他文博机构的修复人员来上海博物馆实习

培训，一方面派出团队前往技术力量薄弱和

地处偏远地区的文博单位进行现场授课，形

成提供长期技术支持的合作机制。近年来上

海博物馆还与本地多家高校的文物保护与修

复专业合作，共同培养古陶瓷修复人才。

60 余年来，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团队

为本馆和国内各省市博物馆、考古机构、海外

文博机构修复了数千件藏品，其中不乏国家

一级文物，如元青花双龙四系扁壶、成化素三

彩鸭熏等，获得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认可。从

石器时期的陶器到各朝各代不同窑口的瓷

器，无论原先破损得多严重，经过上海博物馆

修复师们的双手，都宛如“重生”，表面的釉彩

以一种完整的姿态展现出来，在博物馆柔和

的灯光中，向人们诉说着历史。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修复理念的更新，上

博的古陶瓷修复技艺也在与时俱进，在尊重

文物原有历史文化信息的基础上，以更符合

现代文物修复理念的最小干预、可逆性等原

则进行保护修复。以一件馆藏元青花花卉纹

套盒的修复为例，这件文物之前经过了不当

修复，修复材料已经老化。通过对这件器物

的拆解和清洗，去除了原有的修复材料，对整

个套盒的上百片瓷片进行了预拼接，确保对

器型的理解无误后再粘接成型。对缺损的部

分用与该器物胎釉颜色接近的材料补配，精

心打磨出套盒口沿的菱花瓣壶造型，使补配

部分与原器物衔接自然。由于盖口缺损严

重，缺乏补全青花图案的依据，特意选择以留

白的方式，使观众和研究者能够看到原始的

破碎状态和器物本来的风貌。

针对传统修复偏重最终修复效果而缺乏

过程记录的问题，目前在上海博物馆文物保

护科技中心已形成了有序记录从病害诊断到

保护修复的严密流程。在修复前通过 X 射线

衍射等大型分析仪器对文物的保存状况和工

艺信息充分提取，利用 3D 扫描技术全面记录

文物，制订完备的文物档案和合理的修复策

略。在修复材料的选择上也更为科学环保，

确保使用的材料不会对文物本体造成影响。

3D 打印技术在陶瓷补缺中的成功应用，则是

非遗技术与科技手段融合的典型例证。

2020 年 12 月，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修

复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意味着，这门走过半个

多世纪的传统技艺，在保持自身技术精髓的

同时将更具活力，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背景

下的文物保护。

图①为不当修复的元青花。

图②为修复前拆解和清洗的瓷片。

图③为最终修复后的元青花。

图④图⑤为修复前后的明宣德红釉梨式

壶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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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技艺 妙手回春
——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传承记

张力程

进入 21 世纪，古道驿路考

察引人关注，先后有蜀道、川黔

盐道、茶马古道、秦直道、唐诗

之路、唐蕃古道、岭南古驿道的

考察。但若要我推举其中最有

名的，则非“蜀道”莫属。

蜀道，即由秦入蜀之主干

道。起点在今天的西安，终点

在 成 都 。 它 以 汉 中 为 关 键 节

点 ，往 北 主 要 有 褒 斜 道 、子 午

道、陈仓道、傥骆道；向南主要

有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荔

枝道四条。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吟诵至

今 。 秦 岭 最 高 峰 太 白 山 海 拔

3000 多 米 ，所 以 东 汉 时 就 有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云两

角，去天一握”之说。再加上其

他的大山，蜀道之难首先在其

高不可攀。

蜀道有很多传奇。其一是

金牛道。古文献记载，秦王以

计诱骗贪财蜀王以五个壮士开

山修路，道路修通，蜀王得到能

变金的石牛，但秦国大军也乘

机畅通无阻打进成都。真实存

在的金牛道就是这个传奇的证

明。其二是栈道的铺设。《战国

策》记载，战国中期，蜀道上栈

道已是绵延数里。考古发现的

多处栈道证实了这些记载。其

三是大家熟知的“明修栈道，暗

度陈仓”。楚汉相争时，刘邦被

封迁汉中，张良建议刘邦火烧栈道，向项羽表示无意北

返的心迹，以此麻痹项军。接着韩信又用修复栈道的计

谋骗过项羽，得以悄悄绕道攻入关中，在楚汉之争中拔

得头筹。其四是蜀道上曾有用火烧水激法开凿出来的、

世界最早的人工隧道——石门隧道，长约 16米、高宽约

3—4米。三国时期诸葛亮经由蜀道数次北伐的故事也

因《三国演义》而家喻户晓。

事实上，作为一条连接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蜀道

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作用是巨

大的。“蜀”第一次见于记载就是在周原甲骨上。成都

平原的大量考古发现也证实西周后巴蜀和中原联系更

为紧密。

秦利用蜀道吞并了巴蜀，进而有了人口、粮仓和对

东方六国尤其是楚国的地理优势，是秦能一统天下的

重要基础。

唐以后，在北方盛行的佛教石窟艺术主要是经蜀

道传入四川，在巴蜀大地蜀道沿线上散枝开花，结出了

中国唐宋佛教石窟艺术最鲜艳的果实。

通过无数次实际行走的考古调查，蜀道有了更多

的发现：在金牛道上的梓潼县发现了西汉广汉郡郡治

所在，在广元发掘了秦汉墓葬群和唐宋古窑遗址。在

米仓道上找到了罕见的石栈遗存、唐代的郑子信修阁

道题记、宋代修琉璃关道路题记。发现了保存比较完

整的抗蒙古城小宁城以及数量众多的古桥、古栈道遗

迹。大量的明清修桥修路石碑。在荔枝道沿线发现多

处多龛唐宋石窟，其中有数龛正是唐开元、天宝年间开

凿的，令人遐思。这些考古新发现年代跨度大，许多是

与道路本体相关的重要实证，为蜀道列入中国世界文

化遗产预备名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我们通过行走，可初步确认蜀道道路走向变化不

大。这是因山脉河流走向所限定。蜀道本体至少经历

了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南北朝以前，是以泥道和

木栈道为主，所以刘邦能火烧栈道八百里；第二次大约

是唐宋时期，许多地方木栈改为石栈，大约也就是李白

的《蜀道难》中所讲到的“天梯石栈相钩连”中的“石

栈”；第三次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在许多地段都铺

成了石板路。因清初移民填川实施后，四川经济人口

大增，经济繁荣起来，沿线人们有改善交通条件的迫切

愿望。作为官道的金牛道本已修造得很宽敞，许多地

方也早铺上石板路了，但作为民间道路的米仓道、荔枝

道的石板路，多为民间集资或乡绅捐建，故道路桥梁铺

设好后，或立石碑，或在石壁勒名纪事。

传统意义上的蜀道已经成为线性文化遗产。蜀道

的保护利用不是建一个大博物馆或全路段开发那么容

易，它的保护展示，需要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元呈现。既

可以是让你记住乡愁的某个祠堂、土地庙的修复，也可

以是捐钱修路碑群的成片保护。既可以是穿越诸葛亮

北伐路线的复杂体验，也可以是中小学生周末或者假

期肩挑背扛的栈道行走。既可以规划唐宋石窟艺术的

研习之旅，也可以接纳成熟的团队旅游……

保护利用好这条古道，就是续写蜀道传奇。

续
写
蜀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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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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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光里，高楼倒映，仿佛晶莹缤纷的青田

印河。在浙江省青田县，两年一度的青田石雕

文化节，将隐藏于灵山秀水的美石故事层层打

开。山川景物、人间百态，以巧夺天工之精妙，

尽现青田一石。

厚重的文化底蕴是青田石雕枝繁叶茂的根

脉。侏罗纪晚期，青田一带火山爆发，凝结成天

然瑰宝青田石。青田石属叶蜡石，细腻润泽，以

青色为基调，有红、黄、蓝、白、黑等，五彩斑斓，

花纹奇特。有灿如灯辉的灯光冻、色如幽兰的

兰花青、纯正清雅的封门青、黄色艳丽的黄金耀

等，据青田石专家统计约有 10大类 108种。

封 门 青 ，产 自 青 田 县 山 口 镇 封 门 矿 区 ，

犹 如 春 天 萌 发 的 嫩 叶 ，微 透 如 灯 光 冻 ，润 泽

细 腻 ，质 地 极 纯 ，故 曰“ 清 ”，不 坚 不 燥 ，篆

刻 印 章 ，尽 得 笔 意。封门青以清雅见长，隐逸

淡泊，被称作“石中君子。”

从崧泽文化时期古拙简练的青田石璜、六

朝形态洗练的石雕握猪，至唐五代生动精细

的圆雕宗教艺术，青田石雕与时俱进，以实用

为主。南宋时期，青田石雕发展较快，以石

章、笔筒、水盂等文人雅具及首饰、香炉、佛像

等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

明中叶，篆刻家文彭偶遇青田灯光冻，操

刀治印，风行印坛。文彭后，文人雅士自篆自

刻，所取印材尽用青田灯光冻。清朝青田石雕

从实用转向赏玩，器皿、仿古物、人物、动物等

品类丰富，艺术趋成熟。清末民初，青田石雕

销路大开。山里人家家都会石雕。1915年，山

口石雕艺人周芝山的梅鹤大屏、瓜盒、牡丹瓶

等 12件作品获美国巴拿马博览会银质奖章。

青田石，中国印，中华文明长卷上一方精

美的印章。

第八届青田石雕节上，型如古瓶、繁复精

致的清代石雕珍品《四季平安》，格外引人注

目。瓶盖巧用封门金玉冻俏色雕成孔雀、牡丹，

两肩圆环上立鹦鹉，外层精刻四季花卉，3 只和

平鸽以承瓶身，整件作品富丽堂皇。这是青田

籍华侨、深圳东方国石馆管爱军先生从比利时

拍卖会上买回来的，他笑称自己是“捡漏”。《四

季平安》代表着青田石雕高超的传统技艺。

青田石雕讲究“审石”，因材施艺，依色取

俏，层次丰富，细腻精巧，大气奔放，形神兼备，

自成流派。有圆雕、镂雕、浮雕、线刻等手法，分

相石、开坯、粗雕、细雕、封蜡、润色等工序。青

田石雕的雕刻技巧、风格塑造和情趣意境都达

到了传统工艺精品相当高的程度。

1957 年，青田石雕艺人张仕宽、林如奎、朱

正普、吴如乾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工艺美术艺人

代表大会。张仕宽《葡萄山》开创“尖刀戳石”

“坑洞密布”“暗刀明脉”新雕法，使葡萄叶脉络

凸显，更加生动逼真。林如奎《高粱》开创农作

物进入石雕新天地，几株红透壮实的高粱沉甸

甸低垂着，淡绿叶子像轻盈飘带拥抱住累累果

粒，籽粒青中泛黄、黄里透红，间有金黄小米、

娇艳山花，散发着田野的芳香气息。自此，高

粱、稻谷、小米、毛芋、南瓜、辣椒、扁豆、白菜、

茄子等农作物登上大雅之堂。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青田石雕百花齐放，

诞生了周百琦《春》、倪东方《花好月圆》、张爱

廷《丰收》等国宝级作品。倪东方的代表作《花

好月圆》，薄薄一片灯光冻打磨成一轮满月，纯

洁到极致，两旁缀以花鸟，牡丹正艳，双鹂啁啾，

枯藤老树底座。构图、造型、雕工、色彩，无一不

令人拍案叫绝。

如 今 93 岁 的 倪 东 方 ，声 音 洪 亮 ，身 体 结

实。他 15 岁随母学艺，以锯石工身份加入石刻

合作社。白天锯石，晚上习艺。当他把雕好的

烟灰缸、和平鸽拿到厂里，众人皆惊。

金玉冻“睡美人”很好诠释了倪东方雕与不

雕、大璞不雕的艺术哲学。这块金玉冻上有 2.5
厘米厚黄金耀，下面是 5 厘米厚封门青，上似黄

金，下似白玉，纯净、细腻、温润。倪东方绕石数

天，决定不雕，只用水砂纸打磨、抛光、上蜡后摆

在陈列室，边上放了 3 个字“睡美人”。“睡美人”

巧在不雕，薄薄轻纱，若隐若现美丽。

82 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爱廷，须发皆

白，笑脸圆润，像他刻刀下那些慈眉善目的老

寿星。科班出身、带徒无数的他，最喜欢童子

题材创作。他说，孩童是世间最美的景色，是

“柔软的力量”。发掘人性深处的纯真与善良，

将至柔至软的美带给人们，是他的追求。

青田石雕，人才辈出。小镇山口是青田石

雕艺术起源地，常住人口 1 万人，走出 11 位国

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现在的青田石雕艺人大

多十几岁拜师学艺，后到高等院校深造。徐永

丽 是 青 田 石 雕 界 省 级 大 师 中 唯 一 的 女 性 。

1966 年出生的她，端庄优雅，很难相信这是一

位整天与石头粉尘打交道的石雕女匠人。难

怪师傅张爱廷疼惜她，“女孩子搞石雕太不容

易了。拉来一车石头，爬上车，拿不动，眼睁睁

看着好石头被别人买走。”

火车站旁，是马兵、徐永丽夫妇的点石艺

坊。 30 年前，北京小伙马兵第一次遇到青田

石雕就被迷住了，魂牵梦萦，最终他留在了青

田。宽大展厅陈列着老人、妇女、儿童系列等

几百件作品。徐永丽作品以人物神韵见长，

《何处是绿洲》通体土黄色，造型饱满，石头表

面原有纹理稍加修饰，恰到好处表现出风吹

头巾的动感与思绪；《春的气息》简约现代，舍

弃传统的繁复镂雕，只有长发纷垂的少女，双

眼微合，风中沉浸。马兵追求意境理趣，《知

鱼之乐》将远古哲学思辨场景凝于石上，两位

智者嘴角上扬，眼神狡黠；《梅妻鹤子》《钟馗嫁

妹》《竹林七贤》，圆雕、半圆雕、浅浮雕、高浮雕、

镂雕相结合，虚实相间，意境悠远，粗犷大气。

走进陈小甫石艺馆，他与意大利雕刻家奇

罗交谈正欢。身后是持青龙偃月刀、骑枣红马

的红脸关公，长长披肩、美髯飘舞、马蹄飞踏，

千里雄风，气势恢宏。茄子、杨梅、灵芝、紫山

药、地瓜栩栩如生，说明牌上写着：“从小生活

在山区，农作物并不高产，唯有地瓜最丰富，是

填饱肚子的大功臣。”陈小甫把对土地的深情

与敬畏刻进了小小地瓜里。

“风雅之道，粲然可观。”一生精粹镌刻于

方寸之间，大江大河奔腾于股掌之上。以自然

之道承接文化使命，是青田艺术家的文化自

觉。从铁皮桶里放上茶叶、茶叶中间放上石

雕、跨出国门闯天下，到“世界玉石，青田成器”

完整产业链；从“外交使者”《花瓶》《小象》《群

马》、上海世博会 192 个肖像组章、APEC 峰会

21 方青田篆刻到武汉抗疫天使之痕……世界

友好、国家大事都被艺术家巧妙 雕 刻 成 璀 璨

之作，汇入 青 田 石 历 史 长 河 。

风 雅 青 田 石
本报记者 朱悦华 贾平凡

倪东方的石雕作品《花好月圆》。

①①

②②

③

④

⑤

图为蜀道上的石门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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