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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国家博物馆创建 110 周年。 8 月 10
日开幕的“片羽重辉——国家博物馆文保成果

展”，系统梳理国家博物馆 100 余年来在文物保

护方面的努力和成果，回顾不同时期的特点与成

就，展示文保理念与技术的发展。

有观众说，这次展览让我对文物有了更加深

入的认识，也对文物保护工作有了更直观的了

解。这些经过漫长岁月幸存至今的文物，如吉光

片羽般珍贵。让它们重新散发光彩，也就是本次

展览的主题——片羽重辉。

修复国之重器后母戊鼎

让珍品再现光芒

中国传统青铜器修复、复制技术源远流长。

多年来，国家博物馆保护、修复了大量珍贵青铜

器。此次展览展出了精心修复过的商代妇好墓

司丂母斝、春秋时期庚儿鼎等国家一级文物，还

有大盂鼎、四羊方尊等青铜重器的复制品，让观

众领略国博在青铜器保护方面的先进水平。其

中“后母戊鼎器形花纹拓片”则蕴藏着国博如何

保护和复制这件国之重器的故事。

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是目前已经发现

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形制巨大，雄

伟庄严，因其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而得名。国

家博物馆文保院副院长马立治介绍，上世纪后母

戊鼎入藏国博后，文保人员对它进行了保护处

理，完成清除有害锈、科学检测、测定重量和原样

复制等一系列工作。

当时，文保人员检查了后母戊鼎，发现鼎足

和鼎壁上分别出现有害锈蚀；通过 X 射线探伤技

术，发现鼎壁两部分厚度有差异，说明鼎壁是分

两次铸成，并发现鼎足内部中空，里面淤积了大

量填土；又根据金相显微结果，发现鼎足上、下部

分 金 相 组 织 结 构 有 别 ，说 明 鼎 足 也 是 分 两 次

铸成。

文保人员分析检查结果后，清理了后母戊鼎

的有害锈蚀和鼎足内的填土。清理完毕后，后母

戊鼎的重量比之前轻了 40 多千克，测算重量为

832.84 千克。

为了保存资料、方便后续研究，在系统性保

护后，文保人员对后母戊鼎进行了详细测量和传

拓，并对后母戊鼎原样复制。鼎耳、鼎足、器身四

面、器底及内壁均单独翻制硅橡胶模具和玻璃钢

树脂套模，采用现代精密铸造方式复制铜胎，再

比对原文物使用传统工艺完成随色做旧。

复制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名册

让墨香得以远扬

82 页泛黄的签名纸写满 644 个签名：毛泽东、

周恩来、林伯渠……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名册》（以下简称《签名

册》），从侧面再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场重要会议

的盛况，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具有珍贵的史料

价值和文物价值。

国家博物馆文保院副研究馆员吕雪菲说，本

次展览“斐然成章”单元展出了《签名册》的复制

件。博物馆利用复制件替代馆藏原件陈列展出，

是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的重要措施。

国家博物馆文献复制已有 70 余年历史，一

直恪守“三原原则”：原材料、原形制和原工艺。

吕雪菲说，《签名册》的复制，将传统印刷、手迹临

摹、文献装潢等工序完美结合，是一个体现“三原

原则”的好例子。

首先是在原件分析的基础上，准备与原件相

同的材料：毛笔要根据签名字迹准备多种型号；

宣纸、油烟墨块、册页装潢用的糨糊和纸张、签名

册封面的板材等都需要仔细分析并提前准备。

传统印刷阶段，首先扫描原件获得高清图

像，利用图像编辑软件去除高清图像上的签名，

保留线格和政协会徽，再以此制作胶片墨稿和铅

字印版。最终以传统方式，用铅印机在宣纸上印

刷出所需内页纸张。

手迹临摹阶段，国家博物馆文献临摹复制主

要采用直接摹写加修整的合成效果法，追求形神

兼备的复制效果。原件共有 644 位代表签名，临

摹前文保人员需要熟悉每一个签名的用笔用墨

方式，通过笔法分析、试临摹、正式临摹、局部修

整的方式，完成签名的复制。

文献装潢阶段，经过签名册的装潢与木刻封

面的制作，最终完成《签名册》的复制。

“遵从‘三原原则’的手工复制，用最传统的

方式保留传达着文物的历史信息，是一种文化传

承，是我们需要重视和保护的传统技术门类。”吕

雪菲说。

文物数字化助力文物保护

让认知更加深入

展览的第五单元“观往知来”选配多组实验

专用仪器并结合案例，向观众介绍国博在文物科

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

近年来，国家博物馆开展文物数字化信息采

集工作，将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成果应用在文

物保护中，为文物保护事业提供新的助力。

国家博物馆数据管理与分析中心数据采集

室主任李洋说，2019 年“智慧国博”建设启动以

来，为实现对文物的全面感知，中国国家博物馆

启动了文物三维数据采集项目，利用先进的高精

度三维扫描设备、精准的纹理映射算法，实现对

文物的三维建模，全方位留存文物的三维数据，

为文物的数字化保护与利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截至目前，国家博物馆共完成 6000 余件馆藏文

物的三维数据采集工作。

三维数据采集工作有效助力了复杂精细文

物的复制。国家博物馆文保院金属器物修复研

究所所长张鹏宇说，随着馆藏文物三维数字化信

息采集工作的开展，国家博物馆摸索出一套将 3D
打印技术与青铜器传统修复及复制工艺结合的

新方法。“近期我们成功结合 3D 打印技术完成馆

藏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的仿制，达到令人

满意的效果，让我们有底气在未来应对这类

复杂精细文物的复制任务。”张鹏宇说。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长 58.1 厘米，尺

寸超过国家博物馆 3D 打印机的成型尺寸。文保

人员对青铜犀尊的三维模型截模处理，分 3 段分

别打印，获得青铜犀尊的树脂模型，再采用浓度较

高的酒精漆片调和石绿、炭黑等深色矿物颜料，在

3 段树脂模型的内外均匀涂刷，然后将 3 段模型粘

接到一起制成完整的青铜犀尊模型，最后对模型

精细处理、随色做旧，完成青铜犀尊的仿制。

数字化在文物修复中也得到广泛应用。张

鹏宇说，在文物三维数字化的基础上，文保人员

采用数字图像处理、三维信息处理、虚拟现实及

计算可视化等相关虚拟复原技术，可以实现破碎

文物碎片的精准拼合和残缺部位的数字化复原。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科技手段就开始进

入文物保护。如今，科技已经深度参与文物保

护、修复的全过程。无论是青铜器、纺织品、陶

瓷器，还是古代书画、近现代文献档案，国家博

物馆一代又一代文保人员在传承和借鉴基

础上，保护着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遗产。

国家博物馆—

用精湛技艺守护历史遗产
本报记者 王 珏

图①：文保人员临摹《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名册》。

图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名册》复制件。

图 ③ ：3D 打 印 的 青 铜 犀 尊 树 脂

模型。

图④：国家博物馆仿制的西汉错金

银云纹青铜犀尊。

图⑤：后母戊鼎。

图⑥：硅橡胶翻制后母戊鼎的鼎足

及鼎耳范。

以上图片均为国家博物馆提供

图⑦：主题为月 宫 玉 兔 捣 药 的 月

饼 模 具（1906 年）。

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供图

中秋赏月，以月之圆，兆

人之团，一场“团圆——广式月

饼文化专题版本展”正在中国国家

版本馆广州分馆举行。

来到广东凤凰山下、流溪河畔的中

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走进广式月饼

展厅，月饼盒、月饼模、月饼票等 200 多件

版本史料映入眼帘。我们既能从中了解广

式月饼自成一派的独特魅力，也可感受浓浓

的中秋文化、风土人情。

月饼含粤味

广式月饼是广东地方特色名点，历史悠久、

影响深远，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广式月饼原

产于广州，流行于广东、广西、海南、港澳等地，品

种多样、口味丰富，具有重油、皮薄、馅多等特点。

广式月饼能够从苏式月饼、京式月饼、潮式

月饼、滇式月饼等众多月饼流派中脱颖而出，自

成一派，与清末之后珠三角经贸发展密切相关。

繁荣的经贸往来令广式茶楼、酒楼日益兴旺，点

心师傅从粤菜、粤点中获取灵感，将常见食材转

化为五花八门的月饼馅料，极大丰富了广式月饼

口味。比如，从馆藏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式

月饼价目表上可以看见，月饼口味除了莲蓉、豆

沙 ，还 有 腊 肠 、叉 烧 、烧 鸡 等 ，具 有 明 显 的 粤 菜

特征。

同时，广式月饼还结合西式面点工艺，形成

了“糖浆皮”的特殊技法及烘焙技艺，这也为广式

月饼自成一派奠定基础。

上世纪初期，随着粤商北上，广式茶食铺在

北京、上海等地盛行。每逢中秋，各茶食铺纷纷

制售广式月饼，广式月饼广受欢迎。

模具蕴巧思

专题版本展有个别致有趣的陈列——多种

版本的月饼模具，让人近距离了解和观赏广式月

饼模具的历史与发展。

月饼模具，有金属、陶、瓷、石、塑料和木等多

种材质，按结构和使用方法，可划分为独体式月

饼模、独体式月饼印、分体式月饼印模和连体式

月饼印版。

广式月饼比较精致小巧，模具的体积相应较

小。广式月饼模具主要使用梨木，因为梨木结构

稳定，便于工匠雕刻出更精致清晰的图案。

策展人介绍，从图案上看，广式月饼模具一

般可分为瑞兽杂宝类、花卉果蔬类、神话典故类、

吉语祥纹类、月宫蟾兔类 5 类，题材丰富。主题

深受岭南民俗文化的影响，强调“图必有意，意必

吉祥”。

整体而言，广式月饼模具精巧别致，从材料

选择到雕刻工艺，都独具匠心。

无 论 岁 月 如 何 变 迁 ，月 饼 本 身 所 蕴 含 的

团 圆 美 满 之 意 ，永 远 是 所 有 中 国 人 心 中 历 久

弥 新 的 情 感 ，而 月 饼 模 具 也 蕴 含 着 情 感 和 文

化 的 寄 托 。 每 逢 中 秋 佳 节 ，一 家 人 一 起 吃 月

饼 、赏 圆 月 ，精 致 美 味 的 月 饼 背 后 是 精 巧 别 致

的 月 饼 模 具 ，承 载 着 亲 情 的 记 忆 和 乡 情 的

延续。

小小饼模 浓浓情怀
本报记者 洪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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