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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鄂尔多斯青铜器保护修复的思考

陈志芬�� 王雅倩�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鄂尔多斯�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呼和浩

特� ������）

摘要：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战国青铜器，因各种原因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劣化现象，如锈蚀、矿

化、变形、残缺等。这些病害严重地影响了文物本身赋载的历史信息的解读与美学欣赏，因此这批

文物的保护修复迫在眉睫。本文以青铜铃、青铜戈的保护修复作为案例，对青铜器保护修复的程

序、方法、材料进行了简要地介绍，进而对保护与修复的程序、原则作了全方位的思考，希望对馆

藏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保护与修复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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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鄂尔多斯青铜器

鄂尔多斯青铜器为我国长城沿线地区出土的具有浓郁草原游牧文化风格的青铜及金、银制品。

由于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此类青铜器数量最多，分布最为集中，也最为典型，所以被称为“鄂尔

多斯青铜器”。鄂尔多斯青铜器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多为实用器物，按用途可分为工具、装饰

品、兵器、车马具、生活用品等几大类。鄂尔多斯青铜器不仅是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代表，也

体现出他与其他民族之间密切的关系。对它的保护与修复，能更好地体现文物自身赋载的丰富信

息，对解读、展示、研究北方草原民族与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修复案例���

���� 青铜铃的修复

观察得知，文物周身皆有锈蚀，铃尾有残缺，铃身有变形现象（图�）。

首先，用超声波清洗机和蒸馏水对文物进行彻底的清洗。因文物锈蚀严重，难以分辨有害锈

的位置，我们取样对其进行了科学检测。选择刻刀，用机械法对粉状锈实施去除工作。对于其他锈

蚀，我们发现其化学状态稳定，不会对文物造成进一步的损害，我们不对其进行清理，以免破坏文

物的历史厚重感，它是青铜铃年代久远、庄严古朴的象征。

去除有害锈后，我们用铜片对文物的残缺部位进行补配，并用铜棒对文物变形处进行了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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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修复前的青铜铃 图�� 修复后的青铜铃

���� 青铜戈的修复

此戈在进馆之前就曾修复过。现在戈身大部皆布满有害锈，有的呈瘤状。并且有变形和断裂现

象（图�）。

清洗和除锈的方法与青铜铃的处理方法相同。对于断裂的部分，我们采用用铜片、锡料进行

焊接，并调配矿物原料随色做旧。用铜棒对变形处进行整形。对于原先的修复痕迹，由于并不影响

器物的美学欣赏及器物的科学保存，因此选择了保留，没有进行刻意掩盖，在尊重历史信息的前提

下，实现了最小干预。

最后，用��的%��丙酮溶液对器物进行了表面封护（图�）。

图�� 修复前的青铜戈 图�� 修复后的青铜戈

���修复中引发的思考

���� 必须遵循文物保护与修复的相关原则

实际上，对文物的一次修复，就意味着对文物的又一次破坏。所以，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采

取科学的方法，从根本上清除文物的病害并修复其残破的部分，尽量做到恢复文物的历史原貌，最

恢复文物原状后，调配矿物原料对文物补配处进行做旧，以期恢复其历史原貌。

最后，用��～��的%��对文物进行了封护，避免文物发生再次损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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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地延长文物的寿命。这就需要遵循“最小程度干预”、“最小介入”、“可逆性”、“兼容

性”等原则。并且不得任意改变文物的形状、花纹、色彩、铭刻等，不得任意添加或删减文物的原

件，不能凭自己的想象来增加修复内容，即不能进行人为臆测。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文物的历史、科

学、艺术价值。

���� 采用传统方法与现代可以相结合的手段

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进步，文物保护与修复也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积极地学习新事物、

新方法，不能墨守成规。例如，在修复青铜铃与青铜戈时，用肉眼观察不出有害锈的确切位置，取

样用科学仪器进行检测，明确了工作的对象，避免了时间的耗费，更重要的是减少了不恰当的修复

手段对文物的伤害。

���� 修复之前需准备的工作

在拿到一件需要修复的文物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查看文物之前的档案，明确其出土环境或存放

环境，以及文物产生这种病害的原因，并观察文物现有的状态。

在保护修复前，有必要对文物进行科学的检测分析。按照文物病害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检测仪

器和方法。例如，在做青铜器的结构分析时，可以选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红外吸收光谱、�射线衍

射等。在做化学元素分析时，可以选用中子活化分析、�射线荧光分析、电子微探针等。结构分析

和化学元素分析在文物保护工作中至关重要，不容忽视。

���� 修复材料与方法的选择

首先需要确定修复方法才能确定修复材料。在除锈时，选择化学除锈法，就需要用到一系列的

化学试剂、化学溶液，使它们与有害锈（图�）发生化学反应，才能有效去除。选择机械除锈法，

就会用到刻刀、竹刀、铜丝刷等，用其将铜器纹饰沟槽中的污土、铜锈剔除干净。

图�� 青铜铃的有害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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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学除锈法与机械除锈法的选择上，我们倾向于使用机械除锈法。虽然，机械除锈法速度

慢、效率低，但只要掌握好方法和力度，不会给器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和锈色变化。如果不是腐蚀

极大的铜器，一般不主张采用化学去锈法，因为化学去锈有很大的不可控性，不明的化学反应也许

会对铜器带来更深的伤害。

在对青铜戈的修复中，在焊接与粘接之间，我们选用了焊接。因为焊接操作简单，漫流性好，

熔点低，对锈色伤害小，常温下凝固快。但需要注意的是焊接强度低，若干年后可能会由于锡料的

氧化而造成“脱焊”现象。对于一些薄胎青铜器，则选择粘接。目前，在青铜器的修复中主要使用

的是环氧树脂。

���� 青铜器的存放环境

这批青铜器在馆藏期间出现锈蚀现象，说明其保存环境不当。对于青铜器的保存，温度、湿

度、光照因素等都不可忽视。温度应控制在��～��℃，相对湿度应控制在���左右。虽然青铜器对

光线不敏感，但也不能超过���O�。并且要避免外力作用对青铜器的损害。

在对文物修复之后，其保存环境一定要严格按照标准来做，切不可忽视、懈怠，因为相同的原

因对文物造成再次损害。

���小� � 结

在对这批鄂尔多斯青铜器进行修复之后，我们总结了这次工作中的经验，明确了在以后的修复

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应遵循的原则。总之，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修复应当与时俱进，不能墨守以往

修复工作中的经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物保护与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