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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文物保护修复的认知情况调查

刘逸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以公众为主要研究对象，整体探究了公众对于文物保护修复的认知情况，对比了公众和文博

行业从业者之间的认知差异。针对文物保护理念中几个关键要点设计案例题，利用问卷法进行研

究。通过对问卷结果的统计分析发现：公众基本认可延长文物寿命的保护工作，但对保护修复理念

存在误解，且不能很好地识别各类破坏性修复；相较于商业修复，公众更倾向于考古修复和博物馆

修复；对于文物的重建与复制，公众具有很高的接纳度；从业者和公众在保护修复理念上有明显差

异，主要体现在修复尺度的倾向和对创造性修复的态度有所不同；各从业者之间在理念的各个层面

仍有分歧。研究结果弥补了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面向公众层面研究的缺失，为文物保护修复的宣传

和推广工作提供了指引，也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关键词�文物保护�文物修复�理念�公众�问卷调查�统计

引��言

近年来，在“让文物活起来”的号召下，全国文博行业均不断努力“让文物资源更好地传承文

明、服务社会”。在文物保护修复领域，各地的文物工作者在保护修复技术研究上已经获得了大量

杰出的成就，使得更多文物得以完整、长久地保存并呈现给公众。然而，在公众这一遗产的权益主

体
［1］
面前，文物是否较好地发挥了其蕴含的价值，现有的保护修复工作是否被认可，我们却不甚

了解。近几年公众对于保护修复工程存在误解和批评的新闻事件也屡屡发生。这种双向的不了解既

反映了文物从业者与公众之间理念的差异，也是二者之间缺乏沟通和互动的表现，最终成为文物价

值广泛传播的严重阻碍。因此，研究公众对文物保护修复的认知情况，再据此有的放矢地进行传播

和推广，可以拉近双方距离，建立连接文物从业者与公众的桥梁，从而同时达到创新文物价值传播

体系与推进文物合理利用的目的
［2］
。

以公众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进行定量研究的方法，在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等各领域

早已十分成熟［3-5］；在博物馆领域，王玲［6］和徐婧［7］等部分学者也曾针对博物馆游客进行了问

卷调查，分析了游客的参观需求以及评价和建议；极少数学者对于公众的文物保护需求进行过探

索：项顼
［8］
通过问卷初步调查了青岛市博物馆游客关于文物保护意识和需求的自我认知情况。

而对于公众认知情况的客观评定，以及对问卷数据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尚待大量更深入的调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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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进行了一次关于公众对于文物保护修复认知情况的问卷调查，挑选了现有文物保护修复

理念中几个与公众认知关系密切的要点，设计了生动易懂的案例题，同时向公众和文博行业从业者

提问，并对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中初步挖掘了公众的认知倾向，弥补了面向公众层面研究的缺

失，为文物保护修复的传播和推广提供指引。

1�研 究 方 法

1.1�问卷设计

1.1.1�问卷概述

本次问卷设计包含了三部分内容：社会人口特征、自我认知综合题和理念案例题。其中，社会

人口特征将在1.3节介绍；自我认知综合题部分将在未来的研究中介绍并作深入分析；本次研究主

要利用7道理念案例题的答案进行分析。本小节主要介绍题目内容和设计思路。

1.1.2�设计思路

文物保护修复理念指导着保护修复工作尺度的把握［9］。工作不够可能危及文物的安全，过度

则又可能破坏文物原真性。一个合适的尺度可以权衡利弊，使文物价值得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对于

公众而言，虽然没有保护修复理念的知识背景，但对于一项具体保护修复工作的好坏，仍有其主观

的判断——“这件文物修得好不好”“文物价值有没有受损”，公众也有自己的尺度。那些公众对

于保护修复工作存在误解的新闻事件，也体现了公众与文物工作者之间价值判断的差异。因此，要

探究公众的认知，应选择具体的保护修复案例，并用通俗的语言进行描述，让公众站在其个人角度

对这些案例进行评价，而后从大量答案中统计分析出公众认知的倾向，从而得到较为准确客观的分

析结果。

又因为不同类型文物在保护修复理念上有着不同的展现方式（许多学者也曾分别针对不同类

型文物的保护修复理念进行了探讨［9-12］），故本次研究选取了7种不同类型文物的具体保护修复案

例，围绕“完整性和原真性”“创造性修复”“重建”等文物保护修复的理念要点，设计了7道单

项选择题，并配以图片及简要文字对案例进行描述。部分题目的选项设计方式参考李克特五级量

表，即设计“非常好”“比较好”“无所谓”“比较糟”“非常糟”5个选项；其余题目的选项则

根据案例的具体情况而设计；为避免过多专业词汇可能导致理解困难，题目中对于保护修复方法等

描述均替换为对应的通俗语言。各案例题目详见表1。

表1�理念案例题题目

题目 选项 图片

陶

瓷

题

对于图中陶器的残损

碎片，您觉得以下哪

种保护及修复方式是

最好的？

A．原样保存就好，不做任何拼

接、填补等工作

B．将碎片拼接完整，将空缺的地

方用其他材料简单填补起来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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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选项 图片

陶

瓷

题

对于图中陶器的残损

碎片，您觉得以下哪

种保护及修复方式是

最好的？

C．在填补处参照其他区域的特点

适当美化，但近看依然可以分辨出

哪里是填补的

D．将碎片拼接填补完整后，参照

其他区域的特点，对缺失部分进行

再创作。最终将其恢复成一个完整

的香炉，看不出任何损坏过的痕迹
（C） （D）

青

铜

题

图为一青铜鼎修复前和

修复后，这次修复去除

了青铜鼎上大部分锈

迹，使其很大程度上恢

复了崭新的状态。您如

何评价这次修复？

A．正确的修复，青铜鼎展现了当

年的风采

B．采取延长寿命的保护就好了，

不应清除所有铜锈

C．不应对青铜鼎做任何处理

佛

像

题

图为一尊佛像，因为

历史的原因，它失去

了头部和右臂，右图

是修复后的形态。您

如何评价这次重建头

部和右臂的修复？

A．非常好，完整的佛像比之前好

看了许多

B．比较好，外观有了一定程度的

改善

C．无所谓，修复与不修复都可以

D．比较糟，这些填补不太和谐

E．非常糟，肆意创作几乎毁了这

件文物

肖

像

题

图为一幅肖像油画修

复前和修复后，您如

何评价这次修复？

A．正确的修复，画像恢复了其应

有的艺术价值

B．清除表面污渍灰尘是合理的，

但不应该补画头部缺失的部分

C．不好，不应该对这幅油画做任

何的处理

壁

画

题

左图为某寺内的一处

壁画，近年该壁画

被补画和重描（右

图），您如何评价此

次壁画重绘？

A．非常好，壁画重现往日风采

B．比较好，画面有所改善

C．无所谓，重绘与否皆可

D．比较糟，壁画价值有些受损

E．非常糟，壁画价值遭到严重

破坏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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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选项 图片

重

建

题

“欲穷千里目，更上

一层楼。”——2002

年，山西永济鹳雀楼

完成了复建。出于对

这句唐诗的热爱及对

文化的传承，这座元

代就已毁坏的名楼，

在没有留下任何建筑

图纸的情况下重现于

世。 您如何评价鹳雀

楼的重建？

A．完全支持，重建能让人有机会

感受鹳雀楼过去的风韵

B．比较支持，依然愿意到此处游

玩，感受诗中意境

C．无所谓，说不清楚

D．比较反对，新的鹳雀楼使诗意

大打折扣

E．完全反对，全新的鹳雀楼没有

任何意义和价值

复

制

品

题

当某个文物的真品不

再存在或不宜展出

时，为了展陈需要，

博物馆会展出其复制

品。您如何评价参观

博物馆时看到文物的

复制品？

A．完全接受，只要它能看起来和

真品一样

B．比较接受，不是特别影响我参

观该文物

C．说不清楚，要看情况

D．不太能接受，知道是复制品后

就不那么有热情了

E．完全不能接受，复制品没有任何

意义，我只愿意看到文物的真品

1.1.3�题目设计

（1）陶瓷题。古陶瓷修复中，依需求的不同，修复尺度可大致分为考古修复、博物馆修复和

商业修复。三种修复手段在陶瓷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上有着不同的取舍，这与公众在博物馆观赏文物

时 “更在意文物的观赏性还是历史原真性”这样的问题相呼应。因此，本题挑选了一件破损陶器

经三种不同修复手段后的照片（分别对应选项B、C、D），让公众选择其中最认可的一种，从而探

究公众对于三种经典陶瓷修复方式的认知倾向。

（2）青铜题。青铜器上的无害锈被视为承载其历史价值的关键［13］，给人带来古朴的视觉美

感的同时，也是文物“原状”的一部分。通过让公众对一个完全清除了无害锈的保护案例进行评

价，可以探究公众对这一层历史价值的重视度，进而一定程度上反映公众潜在的对文物“原状”的

认知倾向。

（3）佛像题。布兰迪
［14］
和尤基莱托

［15］
均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指出：保护修复工作不应对文

物进行再创作。布兰迪称其为“历史的造假和审美的侵犯”［14］。本题通过向公众展现一个重建佛

像头部和右臂的修复案例，探究公众对于创造性修复的认知态度。

（4）肖像题。本题所列的肖像画修复案例为一次常规的修复案例，通过对头部破损的补绘使

画像恢复了完整性，且将引入的干预降到了最小。该题用于与其他题目进行对比研究。

（5）壁画题。与“青铜题”相似，本题是破坏文物“原状”的修复行为在壁画类文物上的一

种体现。本题用于探究公众是否对于“引入现代颜料带来历史信息的破坏”有所认知，亦即历史价

值的重视度。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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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建题。重建是一种特别的建筑保护工程。重建工作需要考虑是否有遗址残留，是否有文

字史料、图纸等诸多条件后再决定是否进行以及如何进行［16］。本题着重关注其中“没有足够史料而

重建的仿古建筑”，以鹳雀楼为例，通过询问公众的评价来整体把握公众对此类重建的接纳度。

（7）复制品题。文物复制品是博物馆以保护文物本体为目的，用于展陈、科研而制的一种特

殊物品
［17］
。文物复制工作不仅历史悠久，也是各地博物馆工作内容之一。而对于作为博物馆游客

的公众，用以代替真实文物的复制品是否影响了参观，我们也应予以了解。由于此问题具有一般普

遍性，故不设计案例而直接提问。

1.2�问卷发放、回收与预处理

本次问卷调查使用互联网问卷在线填写的方式进行。通过网络问卷平台进行编辑，并通过微信

好友及朋友圈分享、二维码扫描的方式进行传播。问卷开放填写时间为2017年3月12日至2017年3月

19日，并最终收回2302份问卷。

随后对问卷数据进行了预处理：所收回问卷中无填写或不完整问卷，不作清理；按问卷总量的

5%清理填写时间过短的问卷127份，以减小随意填写行为对问卷有效性造成的影响；清除填写逻辑

有误的问卷8份，如在社会人口特征题中同时选择“未受过任何教育”和“学生”的问卷；依照设

置的问题“是否属于文博从业者”和“亲属中是否有文博从业者”，将具有行业背景知识者的问卷

从公众中分离，以保证问卷对于公众的代表性不受过多干扰，也为对比分析公众与从业者认知差异

做准备。最终用于分析的公众问卷为1056份。

1.3�社会人口特征

问卷收集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四项社会人口特征信息，其中：男性占42.6%，女

性占57.4%；年龄上18～25岁居多，占32.9%，26～30岁、31～40岁、41～50岁相近，各占17.0%、

20.3%、16.0%，18岁以下及60岁以上较少，均不足2.0%；职业分布上，学生最多，占23.0%，“教

师、工程师、医生、律师”类占17.6%，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与工作人员及企业公司中高级管

理人员相当，分别占14.5%、11.6%，商业与服务业一般职工占9.1%，其余职业类型为1.0%～7.6%

不等；受教育程度上，以大学本科为主，占50.9%，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占21.1%，大学专科、高中

（中专/技校）分别占17.3%、8.4%，初中及以下占2.2%。四项社会人口特征的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表2�社会人口特征数据

基本特征 类别 样本数量/人 比例/%

性别
女 606 57.4

男 450 42.6

年龄

18岁以下 9 0.9

18～25岁 347 32.9

26～30岁 180 17.0

31～40岁 214 20.3

41～50岁 169 16.0

51～60岁 117 11.1

60岁以上 2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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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征 类别 样本数量/人 比例/%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23 2.2

高中（中专/技校） 89 8.4

大学专科 183 17.3

大学本科 538 50.9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223 21.1

职业

学生 243 23.0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与工作人员 153 14.5

企业/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 122 11.6

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 186 17.6

技术工人（包括司机） 26 2.5

生产与制造业一般职工 45 4.3

商业与服务业一般职工 96 9.1

个体户 42 4.0

农民 11 1.0

无业、失业、下岗 52 4.9

其他 80 7.6

2�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公众的理念案例题答案进行统计分析，并将其与从业者答案通过交叉分析进行比较，得

出各题的分析结果如下，详细的统计数据如图1所示。

（1）陶瓷题。公众的选择集中在B、C两种修复方式，分别占31.5%和31.3%；A、D选项较少，

占14.8%和22.3%。可以看出，公众在古陶瓷修复尺度上更倾向于考古修复和博物馆修复，而对商业

修复的需求不高，且认为不应做任何修复的公

众很少。从业者的选择以C为主，占53.6%；较

公众而言，A、D的选择都更少（分别为4.6%、

12.3%）。由此得知，此题上从业者答案与公

众有较大的差异：从业者明显倾向于博物馆修

复，而公众的选择更加多样化。

（2）青铜题。选择“保护但不清除铜

锈”的公众较多，占54.0%；选择“正确的修

复”的公众占38.1%；仅有7.9%的公众认为

“不应做任何处理”。这说明公众整体上更倾

向于保留锈迹，即对青铜锈的价值有一定的

认同，但仍有一定数量公众认可这次“修旧

如新”的修复。从业者的选择明显更集中于

续表��

公众

从业者

比
例
/%

40.0

50.0

6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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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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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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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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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瓷题

图1�公众与从业者案例题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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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续）

公众

从业者

比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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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肖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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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壁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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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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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但不清除铜锈”，占70.3%；较公众而言，“正确的修复”“不处理”的选择都很少（分别

占27.0%、2.6%）。可以看出公众与从业者认知倾向较一致，从业者对青铜锈的价值有更高的认可

度。然而仍有一部分从业者认可清除全部铜锈的修复。

（3）佛像题。反对此佛像修复的公众较多，占56.4%（非常糟占28.5%，比较糟占27.9%），

认可的公众占38.4%（非常好占11.9%，比较好占26.5%）。可以看出在重建佛头和右臂的“创造性

修复”上，公众的认知有所分歧，反对者稍多。从业者则非常不认可该修复（非常糟占49.1%，比

较糟占31.6%），这与公众有较大差异。然而仍有少量从业者表示了认可，占17.27%。

（4）肖像题。选择“不应补画”的公众较多，占49.1%，选择“正确的修复”公众的占

39.2%。可以看出公众的认知有一定的分歧，反对补画头部区域的公众略多。从业者的选择与公众

答案非常相似，仅在“不做任何处理”上，从业者的选择少于公众。可以看出，对于这样一个没有

再创作且恢复了作品完整性的常规修复，从业者仍持有不同观点。

该题公众的答案分布与“青铜题”非常相似，然而实际上两个修复案例是截然不同的：一则为

清除了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的“修旧如新”；二则在没有进行任何再创作的情况下做到了恢复画面完

整性。随后对公众两题答案进行了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得到相关系数为0.319，存在一定相关性。

这说明公众对于这两道题的选择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由此可推测，公众在认知上可能存在某种

盲目性：即在面对相似题目时出于习惯而做出相似的答案选择，而非真正出于自己对文物价值的判

断做出的选择。此推论仍需要进一步数据分析予以验证。

（5）壁画题。认可这次壁画补绘和重描的公众居多，占50.3%（非常好占18.8%，比较好

占31.5%），反对的略少，占45.2%（非常糟占16.1%，比较糟占29.1%）。可以看出在这次壁画

的补绘重描上，公众的认知有较大分歧，且认可的略多。而从业者则明显更反对此修复（非常

糟占29.9%，比较糟占35.1%）。但仍有32.5%从业者认可这次修复（非常好占7.0%，比较好占

25.5%）。这说明对于壁画重描可能带来的文物原材料的破坏和历史信息的丢失，部分从业者与公

众没有足够认识。或者相比于历史信息，公众更在意画面的完整性。

（6）重建题。公众对于此类重建行为具有非常高的接纳度，60.7%的公众选择支持（完全支持

占22.9%，比较支持占37.8%），仅27.5%的公众选择反对。而从业者的分歧较大：支持与反对分别

占45.8%和44.2%，且反对的态度较支持的更强烈（完全反对比完全支持多9.5%）。可以推测，公

众对于此类没有遵照图纸及足够史料记载而重建的“历史建筑”所带来的观光游览价值及文化价值

更为认可，而对其原真性并没有很高的要求；相比之下，许多从业者更看重其原真性及历史价值。

（7）复制品题。公众对于文物复制具有非常高的接纳度，68.4%的公众选择接受（完全接受占

27.0%，比较接受占41.4%），仅有18.0%的公众选择不接受。从业者与公众的认知一致，且具有更

高的接纳度：接受占76.6%，不接受仅占12.2%。可以推测，公众与从业者都能接受博物馆展陈时复

制品对于文物原真性的影响；由于从业者相较公众更加了解文物复制对于文物保护的意义，故对其

具有更高的接纳度。

3�结��论

综合分析各案例题答案，可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1）绝大部分公众认可延长文物寿命的保护工作。在陶瓷题、青铜题、肖像题中，关于“不

应做任何处理”的选项的被选频次均非常少（分别占14.8%、7.9%、11.7%），而这些选项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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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是否进行了“延长寿命的保护工作”。因此可以看出，公众比较在意文物的

安全，且片面追求不干预文物以及不在意文物安全的观点很少。

（2）公众对于保护理念存在误解，不能很好地识别出破坏文物价值的修复。各题目中涉及

“修旧如新”“创造性修复”等的修复行为，均有大量公众表示了认同。通过对比肖像题和青铜题

的答案，发现这两种尺度截然不同的修复案例具有十分相似的答案分布和一定的相关性（相关系数

0.319）。推测公众可能在答案选择上存在着盲目性：即相似的题目做出相似选择，对于文物价值

并没有明确的认知。

（3）对于修复尺度，公众更倾向于考古修复和博物馆修复，对商业修复的需求不高。该结论

主要由陶瓷题的答案得出：公众的选择以考古修复和博物馆修复两个选项最多。公众这种对于陶瓷

修复尺度的选择，也可以看作对文物修复尺度的整体认知倾向。同样，在青铜题和肖像题中，公众

的选择也更倾向于“尺度适中的修复”（两题的B选项分别占54.0%、49.1%），而对“尺度较大的

修复”倾向不高（两题的A选项分别占38.1%、39.2%），这也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该论点。

（4）对于文物的重建和复制，公众持有非常高的接纳和认可度。两题中“支持”的选项上，

公众的选择非常集中，分别为60.7%和68.4%，明显比其余案例题中答案的集中度更高，说明重建和

复制已经被公众广泛接受，这对于文物工作方向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5）公众和从业者之间存在诸多保护修复理念上的差异。例如，修复尺度上，公众的倾向较

多样化，而从业者明显倾向于博物馆修复；佛像的再创作上，公众的观点分歧较大，而从业者大多

表示反对等。理念认知的差异是误解产生的根源，只有针对公众与从业者认知差异较大的点进行宣

传和普及，才能消除障碍，使二者之间有足够的沟通，并最终有益于文物价值的传递。

（6）各从业者之间对文物保护理念的认知仍具有分歧，且有一定数量的从业者在理念层面仍

存在错误的认知。除复制品题以外，各题从业者的答案均展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化——即使在明显

对文物价值有损的修复案例面前，表示认同的从业者仍不在少数。这既说明在保护修复理念上，不

同学者之间观念仍有较大分歧，又说明许多从业者对于文物价值和理念仍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在

这种现状之下，我们不仅需要向公众宣传和普及保护修复理念，公众对于保护修复理念的认知也可

以作为我们文物工作方向的参考。

本次调查研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本次问卷的受试者年龄

集中于18～25岁，职业上则学生占大多数，这是问卷的发放方式导致的抽样不均匀。然而这种抽样

的不均匀很难在实际地问卷调查工作中很好地解决。因此这种不均匀是否对问卷答案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亟待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在题目的设计上，不同文物及对应的不同修复方式之间有较大的差

异，每一项具体的保护修复案例也都有其独特性，故案例题的答案对于公众真实的认知情况的反映

必然有限，这有待于更科学的问卷设计以及引入访谈的研究方式予以优化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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