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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青瓷修复与青瓷仿釉效果评价研究*

李� 冰

（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 ������）

摘要：本文主要记录了三件龙泉窑青瓷标本的修复过程。依据标本的残存情况，分别进行考古修

复、展览修复和美术修复。三种修复理念分别有不同的修复方法，修复效果也有一定的差别。在美

术修复的修复过程中，运用色差仪和色卡，在颜色比较接近但难以调整的时候指导配色。颜色釉瓷

器的美术修复与展览修复的区分可界定为：以Δ�为标准，Δ�大于�为展览修复，Δ�小于�为美术修

复。同时亦可作为单色釉瓷器仿釉修复效果评价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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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至����年�月，本文作者修复了�件龙泉窑青瓷标本/�、/�和/�。/�来自于博物馆馆

员在浙江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采集的标本，/�和/�为深圳某私人博物馆捐赠我校的参考品。三件

样品的残损情况不同，且较有代表性，因此采取不同的修复方法来进行修复实验。

龙泉窑位于浙江省西南部龙泉县，是历史上著名的窑场，其青瓷产品的釉面具有釉色青葱、温润

如玉的特点，至今依然烧造不绝。对龙泉窑釉面颜色的模仿，在颜色釉瓷修复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传统文献中，经常以自然物的比喻来形容瓷器釉面的颜色，如汝窑的“天青色”、永乐高温铜

红釉的“鸡血红”、“宝石红”。科学化的颜色分析，较早由王昌燧等学者提出“从色度学角度，

为白瓷影青瓷的釉色表述提供一个定量的依据［�］。”而其他材质的文物科学分析中，在彩绘文物

和纺织品文物等方面，已经有专门的研究［�，�］。而修复方法、修复理念的选择对于修复效果尤其

是文物表面颜色的呈现，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于颜色釉瓷器的修复研究已经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材料与方法［�，�］，但尚未有对釉面修复效

果进行评估，也无相应的评价标准［�］。本文即从修复实践出发，结合色差仪测试，以原器物修复

前后的色差，探索龙泉窑青瓷修复中釉面颜色效果的评价方法，尝试修复效果评价的量化标准。

本研究中使用的便携色差仪型号为上海汉谱光电科技+3�����；色卡为3KDQWRP彩通加强版。

�� 本文经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南宋至明初龙泉窑瓷器修复方法初探”资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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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片标本/�的考古修复

���� 检测分析和制订方案

标本/�是元末至明初龙泉窑青瓷大盘残件，采集自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残器高���FP，原器

半径经计算为����FP，保留了部分口沿和圈足，整体残缺部位超过���（图�）。同时还有一点变

形，应当是当年烧造出窑后因变形而损毁、丢弃在窑炉附近的残片（图�）。放大���倍可以看到，

釉面有很多大小不一的气泡，并且有划痕和杂质（图�），这件器物残缺部分较大，应当选择考古

修复，以复原出该器物的原始大小，有利于保存和进一步研究（图�）。

图�� /�元末至明初龙泉窑青瓷大盘残件俯视图

图�� /�元末至明初龙泉窑青瓷大盘残件正视图

图�� /�盘心��倍釉面气泡放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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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色差仪的造型限制，测量部位仅为盘内平底，经过多次测量得到的结果为：

� ����±���，D -���±���，E ����±���。显然器物表面的颜色有一定深浅变化。

���� 修复过程

本人在修复过程中尝试过局部翻模再整体粘接的方法，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残片本身

有一定变形，多次翻模后变形扩大，导致无法拼接，外直径不圆不规整。因此使用整体翻模法。

通过三视图用硫酸纸画出原器物的口径（图�），用物体形状复制仪制作内外模的卡板

（图�）。制作内模后（图�），再浇石膏，同时整修外形（图�）。再对石膏缺失部位进行配补，

将石膏和残器粘接牢固后填补缝隙并进一步打磨。考古修复基本完成（图�）。

图�� /�元末至明初龙泉窑青瓷大盘残件三视图

图�� 硫酸纸复制图 图�� 物体形状复制仪制作卡板操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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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览修复（特殊效果）

���� 检测分析和制订方案

标本/�是龙泉窑青瓷浅腹盘残件（图��），高���FP，直径��FP，器物破碎后曾经过简单粘

接。该器物缺失部位大约为���，但碎片分散，裂纹较多（图��）。这里作者借鉴日本传统修复

“金缮”法，这是追求展示效果的一种特殊处理方法，比较适合龙泉窑青瓷的修复［�］。

图�� 制作内模操作图 图�� 浇注石膏图

图�� /�修复效果图

图��� /�龙泉窑青瓷浅腹盘残件正视图 图��� /�龙泉窑青瓷浅腹盘残件三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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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过程

先使用电热风笔拆分（图��），使用丙酮溶剂清洗残存的黏结剂，重新用环氧树脂黏结剂

�UDOGLWH�����黏结。红蜡片加热后做衬底，使用石膏配补后，加环氧树脂打磨平整。再使用喷枪将

缝隙的颜色盖住（图��）。

图��� 电热风笔拆分操作图 图��� 喷枪操作图

由于日本修复方法“金缮”可逆性较低，因此在尝试了使用大漆调金粉，黄漆扑金粉的方法

后，采取先涂抹金泥，再使用丙烯酸光油稀释后掺金粉喷涂的方法（图��）。这样金面比手涂更光

滑平整，再擦拭掉多余部分。完成后的效果比较富丽堂皇，金色与龙泉青瓷的青色交相呼应。经过

这种修复方法修复的龙泉青瓷，有一种特殊的展览效果（图��）。另外，文献中还提及使用金箔等

其他方法［�］。本文所使用的修复方法是否可行，亦可讨论。

图��� 喷枪喷涂操作图 图��� /�修复效果图

���标本/�的展览修复与美术修复

���� 检测分析和制订方案

标本/�是元龙泉窑青瓷高足碗。器高���FP，口沿半径���FP，缺损部位集中在高足碗上部，

约占口沿的���（图��）。同时还有一点变形（图��）。经过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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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热释光取样检测，年代在公元（�������）年，应为元代器物（图��）�。由于器物表面釉色平

稳，没有开片和纹饰，适合进行美术修复。

�� 感谢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研究员夏君定老师提供帮助。

图��� /�元龙泉窑青瓷高足碗残件正视图

图��� /�元龙泉窑青瓷高足碗残件三视图

图��� /�样品热释光灵敏度曲线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七次学术年会论文集��66��

���� 修复过程�

先对缺失的部位进行配补，使用红蜡片、打样膏和针筒注射石膏的方法。用环氧树脂将石膏黏

结在器物上，并涂上一层环氧树脂渗透加固石膏后打磨平整（图��）。然后使用喷枪，将调制好的

颜料加入丙烯酸树酯稀释后喷涂覆盖配补部分。当仿釉颜色远距离（�IW）（�IW �����×��-�P）无

法分辨，近距离（�LQ）（�LQ ����FP）能比较明显地分辨出时，认为是展览修复；更为接近原器物

的效果，基本肉眼无法辨认修复区域，认为是美术修复。在颜色一遍遍的喷涂过程中，美术修复应

当是在展览修复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能完成美术修复，就一定能完成展览修复。待颜色完全干

后，用����目的金相砂纸轻轻打磨，仿釉部位的光泽度就十分接近原器物（图��）。

图��� 打底完成图 图��� /�修复效果图

���� 仿釉效果评价的研究

瓷器修复者根据器物情况选择美术修复，必须很好地进行仿釉的操作。因此在操作前，作者制

作试片进行修复步骤的实验。传统经验认为“胎色加上釉色，叠加的效果比较好。内层颜色被外层

颜色覆盖，内层不能省略［�］。”而从实验结果来看，当使用的颜料遮盖力比较好的时候，胎加入

颜色后叠加釉色，和在白色石膏与环氧树脂略透明的表面直接喷涂多层颜色，效果相差不大。关键

在于较好地掌握喷涂的颜色和层次（图��）。

由于试片是平面，可以进行色差仪的测试，但器物表面是曲面，很难使用色差仪进行准确的测量。

因此，选择色卡来确定器物原部位和修复部位的颜色，再使用色差仪对色卡进行色差分析（图��）。

色差仪运用颜色的属性：色调（�）、明度（�）、饱和度（�），通过优化色差�KURPDWLF�

DEHUUDWLRQ方程来定量表示的色知觉差异：

Δ� �

式中，� � �；� �。

从明度、色调和彩度这三种颜色属性的差异来表示色差。明度差表示深浅的差异，色调差表

示色相的差异（即偏红或偏蓝等），彩度差表示鲜艳度的差异。色差的评定在工业和商业中非常重

要，主要应用于生产中的配色和产品的颜色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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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色差仪测试试片操作图 图��� 色卡比对图

经过色差仪测试，记录得出的�、D、E、�、��值，可在计算机中复原出这种颜色。同时根据

颜色原理，对G�、GD、GE的正负值，可以指导我们快速调整颜色（表�）。

表1 色差值调色方法表

数值 情况 处理方法

G�大于�� 偏白� 加黑色

G�小于�� 偏黑� 加白色

GD大于�� 偏红 加绿色

GD小于�� 偏绿 加红色

GE大于�� 偏黄 加紫色

GE小于�� 偏蓝 加橙色

古代瓷器是通过柴窑或煤窑烧制而成的，表面颜色有天然的差异。标本/�最浅部位颜色较好

地对应于色卡编号�����（图��），器物较深的部位最接近色卡编号�����，修复部位颜色则介于

色卡编号�����与�����之间（图��）。使用色差仪进行颜色测试，可以多次比较不同色号之间的

色差，可以部分地说明修复效果（表�）。

表2 L3修复效果颜色测量记录表

色号 � D E

����� ����±��� -���±��� ���±���

����� ����±��� -���±��� ���±���

����� ����±��� -���±��� ���±���

色卡编号�����和�����之间的色差G����，然而色卡编号�����和�����之间的色差可达到

G� ����，即意味着本次修复色差G�����，同时该器物本身不同部位的颜色亦有较大变化。因此，

对器物残缺部位的颜色处理，当达到与原器物过渡部分颜色G���的时候，若不加提示，很容易将配

补部分的颜色认为是瓷器表面颜色的自然变化。综上所述，将G� �作为美术修复和展览修复的区分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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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与讨论

文物修复中，检测分析和制订方案的步骤十分重要，应尽可能使用多种仪器方法进行观察分

析，做好绘图摄影等记录工作，收集标本的文物信息。在此基础上，应根据标本不同的情况采取不

同的修复策略，并选择不同的修复方法。

颜色釉瓷器器物表面的情况如果比较复杂，仿釉时可先通过色卡选定最接近表面效果的颜色，

通过色差仪来找出颜色偏差的情况，帮助配色。

颜色釉瓷器的美术修复与展览修复的区分可界定为：以G�为标准，G�大于�为展览修复，小于

�为美术修复。这个标准也可作为颜色釉类瓷器修复效果的评价参考之一。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仿釉效果的颜色情况进行讨论。需要指出的是，色差仪和色卡也不是

万能的，部分器物受器型和仪器限制，可能无法测量。另外，色差仪的误差相对而言也比较大，本

文所使用的色差仪自身误差就有G� �，条件若允许，使用分光光度仪更佳［�］。在实际配色中，当

G���后，调整细微的颜色会比较困难。同时颜色调整也很难完全复制，试片上的颜色G���后，实

际操作中也可能调不出这种颜色，因为在改变颜料成分配比时，还要考虑到打底材料的颜色、质感

以及稀释剂等因素。

某些瓷器表面的釉层经过多次施釉，如龙泉窑自南宋以来生产的大量青瓷，需要多层次的喷涂

才能接近这种比较厚重的釉面效果。影响器物釉面效果的另一个因素是光泽度，与仿釉材质的折光

度有关。修复中光泽与颜色也有一定的关系，颜色处理后要调整光泽，又会对颜色视觉效果产生影

响。因此，修复经验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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