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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天是5·18国际博
物馆日，筹备了一年多的《与古为
新——锡博 2020 艺术新空间特
展》在无锡博物院中区二层展厅与
观众见面。该展是“锡博英才行
动”青年人才资助计划10位入围
者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他们从锡
博藏品中寻找灵感，发挥聪明才智
让文物“活”起来。

展厅里，青年艺术家根据锡博
院藏文物进行了再创作。蔡光甫
的“无锡古运河系列”是院藏锡邑
名家作品中的精品。“这次创作，我
尝试着打破传统的观察方式，多探
寻一些透视关系的可能性，我希望
观众看我的《新时代下的锡城古运
河》，更像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置
身于画外。”市书画院专职画家王
梦晗笔下的《黄埠墩》《西水墩》学
古融通，带来全新的视野。青年画
家顾真真根据锡博藏品明代张复
所作《西林园景图》及史料，判断出
西林园的大致位置和基本格局，在
对现存画作技法分析的基础上，尝
试创作了已散佚的松布、含星濑、
迥梁、疏峰馆四景，并计划今后能
补全“西林三十二景”。无锡太湖
学院艺术学院教师韩晶把锡博藏
品明代文徵明的《蕉石鸣琴图轴》
以油画形式进行图式解构；无锡科
技职业学院影视传媒系系主任王
昱东以锡博藏品泥塑“蟠桃会”为
例，探寻惠山泥人传统纹饰的数字
化保护与修复……去年初，锡博启
动首届“锡博英才行动”青年人才
资助计划，五位青年艺术家和五位
青年学者入围，锡博丰富的馆藏给
了他们脑洞大开的机会。该展览
以研究锡博藏品为核心，将十位青
年人才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集
中展示，并展出院藏相关文物。这
些作品融古汇今，从中可窥见江南
文脉的传承创新。 （张月）

陈珵和许庭嘉跟随华岳林
学习修画已有两三年，两位姑娘
进步很快。师徒三人刚完成了
几幅无锡花鸟画名家吴荣康、钱
钟珏夫妇捐赠作品的装裱修
复。都是“90后”，进单位的时间
也差不多，但许庭嘉称呼陈珵为

“陈老师”。在小许眼中，文物修
复要学的太多，华老师跟陈老师
都是她学习的对象。许庭嘉是
南京艺术学院文物鉴赏与修复
专业本科毕业。她告诉记者，该
专业一届不过二三十人，毕业生
的走向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和私
企。据了解，目前，全国有近五
六十个高等院校设置了文化遗
产保护类的相关专业，对口就业
率不到毕业生的一半。除了高
校教育，作为一种技艺的传承，
装裱修复技艺等9项文物修复
技艺被收录在国家级非遗名录
之中，但目前，无锡尚未有文物
修复技艺类的非遗项目。

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各大
文博单位越发重视文物修复专
业人才的引进，但由于编制、待
遇、地域等问题，再加上人才培
养时间长，文物修复行业还是缺
人。无锡市图书馆馆藏逾30万
册的古籍，古籍文物的修复是一
项庞大的工程。梁一舟2012年
从金陵科技学院古籍修复专业
本科毕业考入无锡市图书馆成
为一名古籍修复师，她也成为市
图引进的第一位古籍修复专门
人才。她在无锡修古籍这些年，
也几乎未遇到过同行。

文物修复是一项神圣的职
业。这份职业需要文物修复师
们拥有不凡的学识和技艺，同时
能抵挡得住外界的诱惑，坐得住
冷板凳。而今，“高学历”“年轻
态”成为这个行业的标配。令人
欣慰的是，不管是陈珵、许庭嘉
还是梁一舟，锡城文博场馆中，
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们正在快速
成长，认真修补“时光”，希望这
支队伍能够不断壮大，让我们的
子孙后代得以更好地看见过去，
遇见未来。
（晚报记者 张月/文 陈大春/摄）

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走近博物馆里的文物修复师

“高学历”“年轻态”正成为这个行业的标配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使得一向隐于幕后的

文物修复师成了备受关注的“网红”职业，每年报考故宫修文

物的年轻人迅速增长，故宫不得已抬高门槛，名牌大学硕士

以上才能报名。不光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各地文博

场馆越发注重引进文物修复专业人才。国际博物馆日到来

之际，记者来到无锡博物院，走近“神秘”的文物修复师。

每晚央视《新闻联播》结
束后，华岳林就休息了，第二
天凌晨3点起床，每天，他都
是最早到单位的一个。那么
早到单位干吗？修复、装裱
字画。华岳林今年67岁，作
为无锡博物院的第一位书画
装裱修复师，他从锡博退休
后又被单位返聘。无锡博物
院是全国藏画大馆，几乎每
年都会受赠书画。有些书
画捐赠过来的时候，没有装
裱，纸张会有不同程度的损
伤。有些书画是装裱过的，
但因保存环境不佳等原因，
会出现虫蛀、褪色等问题。
华岳林的工作，就是将其修
复完好，装裱起来，使其重获

“新生”。
走进无锡博物院的装裱

室，一张大的操作台前，华岳
林正在忙着。清洗、固定画
心、揭裱、补缀、上命纸、搓
浆、刮口、打胶矾、全色接笔、
镶活。古旧字画的修复需要
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间要搭
配好，靠的全是手工活，浆糊
都必须自己打。修画最难的
是什么？“揭裱和补色。”华岳
林解释，已经装裱过的字画
因年代久远，需要重新装裱，
就要把画心从旧裱上揭下
来，因此，根据旧画的质地和
损坏程度，揭裱很费工夫，技
术复杂，稍不小心就可能造
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没有经
过专业训练绝对做不了。而
补色则要求原来什么色，修复
后还是什么色，要与周围的颜
色浑然一体，修旧如旧，难度
可想而知。

文物修复也并非想修就
能修。无锡博物院典藏部副
主任韩健民介绍，根据文物的
不同等级，修文物前要报送相
关单位备案、组织专家评审
等，要经过一系列的报批手
续。而且要有技术团队才能
够申报各种修复资质，要文物
局审批。因此，文物修复远比
想象中复杂。

华岳林是无锡人，他的装裱修
画手艺是家传的。他的父亲华凤笙
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裱画，后调入
南京博物院，是“苏裱”修复专家。
华岳林在父亲身边学修画的时间不
长，从部队转业后，他多数时间是跟
父亲的徒弟学的。上世纪70年代，
南博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开办了服
务全国文博系统的文物修复培训
班，华岳林成为学员之一。那批学
员都已成为当今文物修复领域的顶
尖人物。上世纪80年代，华岳林进
入无锡博物馆修字画，直至退休。

“文物修复这个行当，都是师傅带徒
弟的学徒制，在学校学得再多，还得
靠实践，多上手。”韩健民指着华岳
林身旁的年轻身影说道，带出一个
手艺精湛的徒弟至少要十来年。

“90后”的陈珵和许庭嘉是时
髦靓丽的无锡姑娘，她们都是文物
修复专业科班出身，考上了无锡博
物院的正式编制。换上工作服，拿
起排笔搅起浆水，她们瞬间“变身”
文物修复师。陈珵从小学国画，对
书画钟爱有加，因为东亚的纸质修
复较为相近，她原先想本科学完日
语到日本读研学书画修复，得知中
国社科院招书画装裱与修复专业的
研究生，导师也是故宫的，便努力考
上了。“毕竟咱的传统手艺还是要在
国内学习传承。”陈珵很感谢单位送
她去北京故宫跟随《我在故宫修文
物》中的装裱大师单嘉玖传帮带3个
月。巧的是，单嘉玖也是陈珵读研
时的导师。师出名门、名校，陈珵成
为锡博重点培养的文物修复人才。

锡博举办
“与古为新”特展

文物修复比想象中复杂 文物修复延续学徒模式 文物修复人才仍很稀缺

陈珵正在用排笔搅拌浆水陈珵正在用排笔搅拌浆水。。

华岳林正在向徒弟许庭嘉讲解操作要领华岳林正在向徒弟许庭嘉讲解操作要领。。

许庭嘉正在将一幅作品上墙许庭嘉正在将一幅作品上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