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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work	of	museums,	cultural	relic	restor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par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ncient	techniques	derived	from	cultural	relic	restoration	and	the	cultural	relics	themselves,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ultural	
relic	restoration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museums	through	observation,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method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each	cultural	relic	represents	human	activities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and	its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academic	
value depends on effective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cultural relic restoration can not only provide 
physical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cultural	 relics,	but	also	extend	 their	 life.	At	 the	same	time,	meticulous	repair	 techniques	
have	also	provided	possibilitie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even	innovation	of	ancient	craftsmanship	and	technology.	In	addition,	the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enables	the	audience	to	have	a	more	authentic	and	complete	perception	of	the	relics,	understand	history,	
and	enhance	the	public’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dentit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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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博物馆文化传承工作中，文物修复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环。本研究以文物修复引申出的古老技艺和文物本身为研
究对象，通过观察、比较和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文物修复对博物馆文化传承的影响。从古至今，每一件文物都代表了特定
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其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有赖于有效的修复与保护。研究结果表明，文物修复不仅能够为文物的
存在提供实物依据，使之延续生命；同时，精细入微的修复工艺也为古代工艺技术的传承乃至创新提供了可能。此外，修
复对文物的修复，使观众能更真实、完整地感知文物，理解历史，提升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和历史认同感，对博物馆文化传
承的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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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

文物，作为文化的载体，是我们认知历史、理解文化并传承

文化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文物修复起到了极其重要

的作用。文物修复不仅关乎我们如何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

产，更关乎如何在保护的同时，将涵于其内的文化信息准确

无误地传递给现代人。因此，文物修复在博物馆文化传承中

的地位与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如何通过修复，使这些历史

的痕迹看起来既保持其原始的风貌，又符合现代的审美，是

文物修复领域一直以来所探求的。此外，文物修复不仅能够

为文物的存在提供实物依据，使之延续生命，也为古代工艺

技术的传承乃至创新提供了可能。因此，在论文中，我们将

探讨文物修复对博物馆文化传承的影响，以期深入理解文物

修复在保护和传承文化中的重要角色。

2 文物修复的历史意义和现状

2.1 文物修复的历史进程与辑评
文物修复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人类历

史发展的长河中具有悠久的历史 [1]。早在古代，人们就开始

尝试修复古代文物，如中国的青铜器修复已经可追溯到公元

前四千年左右。而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物修复更是掀

起了一股修复热潮。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物修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科学而

系统的领域。在 19 世纪，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开始引起人



8

文化艺术创新·国际学术论坛·第 03卷·第 03 期·2024 年 03 月

们的重视，国际上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文物修复的指导原则和

方法 [2]。20 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文物修复技术不

断创新，修复成果也更加精细和可持续。通过对历史进程的

回顾和总结，可以对文物修复的发展轨迹进行审视和评估。

2.2 文物修复技术的发展与现代化
文物修复技术的发展与现代化是博物馆文化传承中非

常重要的一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文物修

复技术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实现了从传统手

工修复到现代科技修复的转变。这一发展不仅提高了文物修

复的效率和质量，也为文物的保护和展示提供了更多的可

能性。

文物修复技术的现代化意味着科技手段在修复过程中

的广泛运用。传统的文物修复主要依靠手工操作，技艺传承

主要以传统师傅口头传授为主，限制了修复的范围和效果。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许多先进技术被应用于文物修复领

域，包括光纤显微镜、激光技术、三维扫描等。这些科技手

段可以更精准地观察和分析文物的损伤情况，有助于修复人

员制定更科学的修复方案，并提高修复的精细度和准确性。

文物修复技术的现代化还意味着修复材料和工具的创

新 [3]。传统的文物修复常使用的材料如纸浆、石膏等在一定

程度上对文物造成了次生伤害。现代修复技术则研发了一系

列高科技修复材料，如仿古材料、含有抗菌成分的胶水等。

这些材料不仅可以更好地保护文物本身，还能够降低修复后

的次生伤害风险。现代化的文物修复还引入了一些专业工具

和设备，如显微摄影镜头、高精度切割工具等，提高了修复

工作的效率和精度。

文物修复技术的现代化也加强了多学科的合作与交流。

传统文物修复主要依靠修复工匠的个人经验和技艺，缺乏系

统化的理论指导。而现代化的文物修复则将自然科学、材料

学、工程学等多学科知识有机结合，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修复

流程和标准。修复人员与相关专家的密切合作，既扩展了修

复队伍的专业化和专业性，也提高了修复成果的科学性和可

靠性。

2.3 文物修复在博物馆文化传承中的核心地位
文物修复作为保护、传承和展示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

之一，在博物馆文化传承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文物修复可

以保护文物的物质存在及其历史价值。通过修复，文物的完

整性和可读性得到恢复，使其能够更好地向公众展示和传递

历史信息。

文物修复也促进了古代工艺技术的传承与创新。在修

复过程中，修复师需要研究古代工艺技术和材料，学习和传

承古人的智慧与技艺。为了兼顾修复品的保护和展示效果，

修复师还会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采用适当的现代手

段来提高修复质量。

文物修复也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历史认同感和文化认同

感。通过修复展品，观众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和文化的底蕴，增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感。修复后的文

物也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参观和研究机会，使博物馆成为一

个多元化、开放式的文化交流平台。

3 文物修复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3.1 文物修复如何保障文物的物质存在及其价值延续
文物修复在博物馆文化传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能

够保障文物的物质存在，并延续其历史、艺术和文化的价值。

文物修复通过修复破损的文物，使其重新具备展览和研究价

值。在修复过程中，修复师根据历史、考古和艺术研究的成

果，对文物进行准确、科学地修复，恢复其原始形态和功能。

这不仅使文物得以完好保存，还使其能够继续为观众和学者

提供研究和欣赏的机会。

文物修复还能延续文物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通

过修复工作，文物修复师不仅仅是修补破损的部分，更重要

的是通过对文物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去还原其原本的历史面

貌和文化背景。这使得文物能够更好地讲述历史故事，传承

古代文化的精髓。

3.2 文物修复如何促进古代工艺技术的传承与创新
文物修复不仅仅是对文物本身的修复，还促进了古代

工艺技术的传承与创新 [4]。在文物修复过程中，修复师需要

掌握各种古代工艺技术，比如古代的绘画技法、雕刻技术、

瓷器制作技艺等。通过对这些古代工艺的研究和应用，修复

师们不仅将这些技艺传承下去，还在修复的过程中创新出了

一些新的修复技术 [5]。

文物修复的过程中，修复师们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手

工修复工艺，还结合了现代科技的应用。通过利用高科技设

备，如扫描仪、显微镜等，修复师可以更精确地分析文物的

构造和材质，从而更好地进行修复。修复师还将数字化技术

与文物修复相结合，如 3D 打印技术，使得修复结果更加精

确和持久。

3.3 文物修复如何提升公众的历史认同感和文化认

同感
文物修复对博物馆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能

够保护和传承文物，还能够提升公众的历史认同感和文化认

同感。修复后的文物可以成为公众了解历史的窗口，通过展

览和解说，向公众介绍文物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这些文物不

仅仅是过去的记忆，更是文化和历史的根基。

通过参观修复后的文物，公众可以更好地了解到自己

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从而增强对历史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修复后的文物也可以作为教育资源，通过教育活动和讲

座，向公众传授文物修复的相关知识，提高公众对文物修复

工作的理解和关注度。

文物修复对博物馆文化传承产生着深远影响。通过文

物修复，文物的物质存在得以保障，其历史、艺术和文化的

价值也得以延续。文物修复还促进了古代工艺技术的传承与

创新，提升了公众的历史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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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与人文参与下的文物修复

4.1 人文科技融合对文物修复技术的推动
在文物修复中，科技与人文相结合起到了推动和促进

文物修复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科技的应用使得文物修复变

得更加高效和精确。传统的文物修复方式常常依赖手工操

作，修复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细致地修复每一个

细节。而现代科技的应用，如 3D 打印技术、激光扫描技术

等能够将文物快速复制并还原其原貌，大幅缩短了修复的时

间。科技的应用还能够增强文物修复师对文物的观察和分析

能力，提高修复质量。

人文科技融合也推动了文物修复技术的创新。文物修

复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需要涉及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技术。

人文科技融合使得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够相互借鉴和交

流，促进了文物修复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例如，通过应用材

料科学和化学技术，修复师可以找到更加环保和耐久的修复

材料，从而延长文物的寿命。另外，人文科技融合也促进了

多学科的合作，如文物修复师和保护建筑师、考古学家的合

作，可以在修复过程中保留文物原有的历史痕迹，保证文物

修复后依然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4.2 文物修复技术传承与创新的科技支持
文物修复技术的传承与创新是保障博物馆文化传承的

重要环节。科技的支持使得文物修复技术的传承更加高效和

系统化。传统的修复技术常常依赖于师傅口传心授的方式，

修复技艺无法被广泛传承。但是通过科技的支持，文物修复

技术可以被记录下来并进行传播，使得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学

习和掌握这门技术。例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和在线平台，

修复师可以将修复过程和技巧进行录制和分享，使得修复技

术得以传承。

科技的支持也为文物修复技术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

能性。传统的修复技术往往只能修复文物的表面损坏，对于

内部结构的修复较为困难。而通过应用先进的成像技术，如

X 射线、红外线等，修复师能够更加准确地观察文物内部的

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修复。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还原文

物原貌并实现文物的可视化展示，使得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

了解修复前后的差异。

4.3 文化教育中的科技与文物修复融合推动博物馆

文化传承
科技与文物修复的融合在文化教育中也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科技的应用拓展了文物传承的渠道和方式。通过

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观众可以通过互动体验来感

受文物的历史和文化。例如，在博物馆中，观众可以通过虚

拟现实设备穿越时空，参观古代的建筑、生活场景，增加

观众的参与感和审美体验，从而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文物的

内涵。

另外，科技的应用也为文物修复的教育培训提供了更

好的平台。通过在线平台和数字化教育资源，修复师和学生

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和交流，提高修复技术的传承效率。

科技的应用也为非专业人士提供了了解文物修复的机会，促

进了公众对博物馆文物修复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5 结语

本研究主要探究了文物修复对博物馆文化传承的重要

影响。尤其突出了文物修复不仅为保护和延续文物的生命提

供了实物依据，同时通过对文物的修复，使观众能更真实、

完整地感知文物，理解历史，提升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和历史

认同感，对博物馆文化传承的意义显而易见。此外，也揭示

了修复工艺对古代技艺传承及创新的可能性。然而，具体应

如何借助修复技术进行古代技艺的传承、文物的传世以及进

行公众的文化教育，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探索和研究，以

期开起一条新的博物馆文化传承之路，提供更具价值和意义

的博物馆文化体验。同时，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未来

也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新技术，结合人文精神，优化文

物修复技术，增强文物修复的效果，对博物馆文化传承发挥

更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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