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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上蔡楚墓出土四耳铜鉴的修复保护

王有亮�吕团结�高�飞

（故宫博物院，北京，100009）

摘要�河南上蔡郭庄春秋晚期的楚国墓出土了一件四耳铜鉴，此件文物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送

修时破碎为数十块，部分碎片变形严重，修复难度大。本文在对铜鉴进行了科学检测分析的基础

上，结合传统工艺和现代材料对其进行了修复保护。

关键词�上蔡楚墓�铜鉴�成分分析�整形

引��言

四耳铜鉴，出土自被誉为“豫南第一大墓”的上蔡郭庄楚墓。春秋末期因诸侯国争霸，战事

频繁，社会生活和礼制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对铜器的需求的日益增长，

很多诸侯国开始更加关注铜器的造型、纹饰及功用等方

面，导致了青铜器形的复杂化，除种类有所增加外，体

量也有所增大。

以鉴为代表的大型盛水器正是在这一历史变革时期

出现。鉴，《说文》金部：“鉴，大盆也”。在用作盛

水容器的同时，也“用以照形”—— 在铜镜没有盛行的

时候，古人常以鉴盛水照容貌，正衣冠。此外，鉴也可

盛冰或用来沐浴［1］。

鉴初为陶质盆皿，随后出现青铜鉴。春秋晚期至战

国中晚期最为流行，西汉时仍有铸造
［2］
。智君子鉴、

吴王光鉴和吴王夫差鉴等都是典型器。这件上蔡出土的

铜鉴是典型的春秋晚期四耳圈足式盛水器：口缘较窄，

束颈有肩；口外壁按对角线方向铸有兽首形耳两对，兽

口均衔蟠螭纹扁片圆环；腹部环收，其下有短圈足。

春秋晚期青铜器纹饰精丽细密，以繁缛为美，正如

上蔡铜鉴所呈现的（图1），器身遍布各种交缠状龙蛇

纹，其构图特点排列繁杂，以单体联结呈格条状二方连图1�铜鉴纹饰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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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与复合交缠叠加的四方连续穿插呼应。这种纹饰特征是在春秋中期同类构图微型化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

1�文物出土环境与修前状况

1.1�文物出土环境

上蔡楚墓是罕见的积沙积石墓，在7m厚的夯土层下面填满细沙，厚达10m的细沙层之下则是数

量可观的巨大石块，大的重约150kg，小的也有数十千克。这种防盗掘的建造方式一方面对墓室内

文物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防止盗墓贼大范围施盗，大量的随葬品历经12次盗掘依旧留存；另一

方面在挖掘盗洞时沙子流到洞里，流沙会带动大石向下方墓室坍塌，包括铜鉴在内的数件青铜器因

被埋压而碎裂、严重变形，损毁程度严重。

1.2�文物修前状况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将破碎的

铜鉴包装在大木箱内送至文保科技部金属修护室，

箱内为数十块大小不一的碎片，最小碎片直径仅有

2～3cm（图2）。由于文物受到长期埋压，部分碎

片变形得比较严重，修复的难度可想而知。

铜鉴器身遍饰蟠螭纹与蟠虺纹，有的呈条

带状遍布口沿，有的组成数个“V”形区域环饰

器腹。这样繁复的纹饰造型也无疑增加了修复难

度。铜鉴口下器外壁的两对兽形耳均与器身分

离，原本兽口衔的四片圆环有三片已散落。

2�金属成分分析

选取两块碎片使用德国Bruker便携式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仪进行了成分定性及微定量分析，结

果见表1。

 表1�铜鉴碎片Ⅰ和Ⅱ的XRF 成分分析结果 （单位：wt%）��

碎片 Cu Sn Pb

Ⅰ 76.6 11.4 12

Ⅱ 78 11.2 10.8

��注：wt表示质量分数。

检测结果表明该铜鉴成分为铜-锡-铅三元合金，在较低含锡量的锡青铜中加入铅，总的机械性

能降低不多，但可大大降低熔点，提高铸造流动性，改善材料削磨性能，从而能够铸造出这种体量

较大、表面纹饰精巧细致的青铜器。

图2�修复前大小不一的铜鉴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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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 复 保 护

3.1�修复保护技术路线的制定与信息采集

对上蔡铜鉴这种体量较大、破碎程度严重的文物进行修复保护是一件长期复杂而又须耐心的

细致工作。在科学地做该工作之前，应基于文物保存现状及其修复保护目的制定相应规范的技术路

线。因此在综合考察铜鉴出土的实际情况之后，制定了主动性保护修护方案，使用传统方法与现代

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在延长文物材料寿命的同时还原其艺术、文化及历史价值。修复保护技术步骤

主要包括碎片分类与清理、整形、拼对、焊接与黏接、补缺及做色等。

在制定技术路线的同时，应做好文物信息采集工作。对铜鉴出土环境、保存状况等信息进行初

始文字记录、绘图，并由专业文物摄影人员对碎片进行拍照、存档。科学地采集文物修前信息可以

为后续修复保护工作留存参照，并为文物长久流传提供依据。

3.2�修复保护的具体方法

文物修复保护的过程也是文物研究的过程，在实际操作中，既要遵循“不改变原状”“最小干

预”等文物修复的基本原则，又要在具体问题中灵活应变，主张“因病施治”。针对铜鉴的修复保

护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3.2.1�碎片整理

将送修的碎片有序地整理是修复实践工作中必备的准备工序，盲目地拼对数十块大小不一的碎

片势必会降低效率。因此，有技巧、有条理地整理碎片可使后续工作事半功倍。

长期的碎片整理实践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经验，即碎片应按照由大到小、由整体到局部、由外形

规则到不规则的一般原则进行整理。

除了遵循一般原则整理之外，针对铜鉴也应参考纹饰接续及器形特征对碎片进一步分类。正如

前文所述，春秋战国时的青铜器大多带有比较繁缛的纹饰，按照纹饰的走向和布局等内在关系将部

分碎片进行筛选，把能够接续的部分归类。再者，青铜器形制规范、特点鲜明，不同器形的作用也

不同，这也为碎片分类提供了依据。

3.2.2�碎片清洗

金属文物表面在长期阴暗潮湿的墓穴环境中产生锈蚀，为保证文物被完整提取，因此在发掘现

场采集铜鉴碎片时保留了其周围的埋藏土。锈蚀产物与落沙、腐土混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碎片

的清洗增加了工作量。

将碎片浸泡在去离子水中，在脱盐的同时软化腐土、沙石等表面固结物。此时利用竹签、手术

刀和牙医探针等工具将大面积软化的固结物剔除。由于该步骤不可逆，故应掌握好清洗分寸，对器

物表面一些附着紧密的沙土不应盲目去除，应适当保留。碎片清洗后应及时脱水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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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整形

为便于后续拼对工作的开展，将清洗后脱水的碎片进行整形。金属文物，特别是青铜器的变形

都是受到外力作用而产生的，整形的核心是通过在碎

片的变形部位施加相反的力，以达到整形的目的。这

是整个修复保护过程中难度较高的一个环节。

出土铜鉴的变形属于塑性变形，即原器物在

外力的作用下（沙石坍塌）变形、碎裂，去掉外力

后，变形部位已不能恢复原状。针对塑性变形，需

综合运用锤击、扭压和顶撑法进行整形。为达到理

想的整形效果，这一步骤往往耗时许久。

具体的整形策略为：将大块的弧形碎片利用千

斤顶进行整形；略平直的大碎片则利用U形夹钳撑顶

木条的方法进行整形（图3）；个别小碎片利用铅

锤、台钳等工具锤击，扭压整形。经采取多种工具

及手段，在多人配合下铜鉴整形工作收效显著。

3.2.4�拼对与焊接、黏接

整形之后的碎片需要拼对组合、焊接与黏接。不同于工业焊接，青铜器焊接采用传统的“锡焊

法”工艺。由于金属文物保存状况及基体“矿化” 程度不同，拼对组合后采取的措施也不拘泥于

焊接，可配合使用现代高分子胶黏剂对碎片进行黏接。

锡焊法的优点是设备简单、操作方便，焊接时温度较低（铜器焊接温度为250～450℃），因此

对焊件的影响很小。且当碎片变形严重时，可边焊接边整形，操作更加灵活。

焊接时首先将器物倒置以鉴口为基准点，鉴口的直径可由口沿几处大碎片的弧度来确定。对于

鉴口缺失处在内口沿弧度临时固定约1cm的铜条（俗称“信子”），并使用足量的锡灌入鉴口碎片

之间的缝隙内（图4）。然后根据基准点依次完成其他碎片的焊接或黏接（图5）。

图3�使用U形夹钳及木条整形

图4�口沿碎片使用铜条临时固定 图5�铜鉴器身基本焊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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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铜鉴碎片经过长时间的氧化和腐蚀已存在“矿化”的问题，即失去基体铜合金的性质，从

而会影响焊接后的强度。在面对这种问题时，宜使用环氧树脂对部分碎片进行黏接。

不论焊接或黏接，其难度都在于准确依照原本碎片拼对的碴口、器形的弧度和纹饰的衔接进行

操作，手法应娴熟沉稳，避免错位返工。

3.2.5�补缺

整体组合完成后，对于缺失的部分，需打制铜片进行补缺（图6）。

补配时依照缺失部位的形状剪裁适宜厚度的铜片并锤打至理想弧度，将其与原器物进行焊接或

黏接，逐步将整个铜鉴器身和兽耳补配完整。

涉及纹饰的缺失部分，为更好地与原件接近，需先将与铜鉴缺失部位对应完好的纹饰拓印，之

后将纹样送至相关单位对铜片进行腐蚀处理，即得到与原器物纹饰接近的补配铜片（图7）。

图7�使用铜片进行补配图6�纹饰处补配使用的铜片

3.2.6�做色

经过前面的整形、拼对、焊接、黏接和补配等工艺，将铜鉴器身补配完整后，器物表面和内壁

会留下焊锡和黏接痕迹，因此需要进行做色处理。做色工艺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序，需依靠大量

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对色彩的深层理解来表达，是传统青铜器修复技艺中重要一环。

做色前需将碎片拼接处的焊锡及树脂打磨平滑。然后使用无水乙醇调和虫胶漆作为胶黏剂，矿

物颜料粉末作为着色剂，用牙刷喷弹、点染在被处理的铜鉴表面使其和周边颜色浑然一体。由底层

开始，往外层层施加颜色，经过多次过渡、套色后，器物整体外观颜色自然流畅。至此，整个修复

实践工作完成（图8）。

3.3�修后档案整理

任何阶段的修复保护工作完成后，应对照预先制定的技术路线及时总结整理。包括前文中修前

文物评估的信息，修复工作中使用的方法、技术、材料、工具及修后总结等均应作为文物档案，伴

随其延传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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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保存环境建议

文物寿命除了与其自身材料相关之外，还受到保存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完成对铜鉴的保护和修

复工作后，考虑到铜鉴的长期保存问题，应尽量消除外在环境对其造成损害的潜在风险。

建议将处理后的铜鉴置于环境稳定的库房保存，环境温湿度推荐值为：温度为15～20℃，其相

对湿度保持在20�～40�且环境日温差小于2～5℃，环境相对湿度日波动值小于5�
［3］
。除此之外，

文物保管人员应定期巡查环境检测设备运行状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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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修复后的四耳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