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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修复专业教学

——以伦敦艺术大学为例

古籍馆文献修复组 侯郁然

英国设有修复专业的院校虽然数量不多，但都自成体系、各有所长。有的以油画修复而

闻名，有的以壁画修复为胜。书籍修复则是作为欧洲修复中的重点项目长期而广泛存在着的。

大英博物馆在 1948 年已经有了职业的修复工匠师。在 1975 年成立了文物保护部并正式拥有

了受过专业系统训练的保护人员。本文主要以英国伦敦艺术大学的坎伯韦尔学院修复专业为

实例，介绍其修复学科的概况、不同的课程设置及教学特点等，以资为国内的相关学科体系

建设提供参考，取其之长，补己之短。

外国的修复学科多归属于艺术类院校或综合性大学。伦敦艺术大学下属的坎伯韦尔学

院，自 1898年学院正式启用，其修复学科的教育跨越了前后四十年的历史。除其他纯艺术

类专业外，文物修复一直是该院校的办学特色。其下设有不同级别的专业修复课程：读本科

之前的专门图书修复的二年制预备课程；修复专业大学本科（三年制课程）；为读硕士却还

没学过相关课程的转科系人员准备的一年制预科课程；硕士（一年）以及博士（三年）课程。

虽然不同时期对于学制的长短有所调整（如：硕士原为两年制），但相对来说已具备了较完

善和稳定的学科体系。

一、 本科之前的书籍修复预科 ((((FdAFdAFdAFdABookBookBookBook ConservationConservationConservationConservation))))

这一专业为近几年所开办，借助与大英图书馆联合的优势条件而开展教学。学生学习内

容以书籍保护为主，不仅有基础的理论课程讲解，学校定期还会组织去不同的博物馆或藏书

地点参观。同时，老师也讲授浅显的实际操作课程。学生可以定期参观大英图书馆修复部的

日常工作，还可以申请作为短期的实习生到工作室进行实习。这门课程在时间安排上相对宽

松，会给学生留出充分的自由时间做任何与此相关的事。可以是参观展览，也可以是旁听相

关讲座。对于不能确定自己未来工作方向的学生或转系生，读预科无疑是非常好的选择。有

些像国内的大专课程，打下了基础又可进一步深造。学校从外围开始在书籍修复的历史背景、

文化发展、社会现实运作以及学生将来可能的发展方向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兴趣培养，以及

进行循序渐进的认知与实践。即使在结业时学生还没有成为成熟的书籍修复员 (Book

Binder），但在整体古籍修复知识构成上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本科 BABABABA (Hons)(Hons)(Hons)(Hons) ConservationConservationConservationConservation）



21

本科的学习内容相对宽泛，修复物品以有机物为主。主要包括：绘画、书籍、印刷品、

纺织品、陶瓷器、照片、标本以及博物馆内收藏的各种不同近现代艺术品等。在此期间，学

生会分阶段、分主题对不同古物的修复及保护建立较全面的认知体系。从基本的藏品收藏管

理，藏品运输到具体的修复以及将来的展览实况，都有所认识。在上学期间的寒、暑假中，

学校会安排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向感兴趣的博物馆或者画廊等，申请一个实习的工作地点

（work placement），为期一般为一到两个月。有的大学生专门从英国其他城市来到伦敦，一

边游历一边工作。这样，既增长了学识又丰富了阅历。学生到毕业时有了实际的工作经验，

为直接进入博物馆或者私人工作室接手实际工作做好了准备。

三、 硕士预科 ((((PostgraduatePostgraduatePostgraduatePostgraduate DiplomaDiplomaDiplomaDiploma inininin ConservationConservationConservationConservation))))

这类预科的对象一般都是本科读过其他专业，但又想转到修复领域发展的学生。课程分

为上下两个学期，主要以书籍和平面艺术品的修复为主。开始时的学习内容是较为基础性的，

比如仪器的使用，对纸张纤维的识别，修复档案的建立、不同的清洗方法，等等。虽然学习

的内容是基础性的知识，但在学习过程中较为重视知识的扩展和延伸。老师在讲解一个案例

时，如果可以使用不同的修复方法或者不常见的方法会有所提及，由此延伸出的参考书和相

关资料文献定会给出，以备后续查找研究。有时还会给出一些思考题、判断题让大家讨论。

思想的交流、探讨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不停的沟通、讨论也是修复工作进行的重要组成部

分。接下来的下半学期主要介绍简单书籍的新装和羊皮纸的保护等等。毕业作品的选择一般

都是学生自己去古董市场淘来的感兴趣的残破艺术品。

在所有这些课程中，学生都被鼓励参与到伦敦地区各个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的基础

义务工作中去，以便进一步深入了解实际的工作环境和实际需求。经过一年的适应与考虑，

毕业的学生一般会进一步申请自己所感兴趣方向的硕士课程。

学校在教师分配上有着明确的分工。有专门管理修复材料和设备的老师；专门教授化学

和各种精密试验的老师；专业修复绘画、印刷品的老师；也有书籍修复的老师。除此之外还

有教授博物馆学以及在特殊修复领域外聘来的教研人员。不同科目间分工清晰，学生有了问

题就很明确可以去问哪位老师。每位老师至少是一个领域内的行家，有时又会是贯通几种不

同门类修复的人才。但由于修复科目广泛而学校经费有限，所以任课教师多为外聘而很少专

门供职于一所学校，这也造成了教师的流动性，会出现下课有了问题专业老师却不在场的状

况，对实际的教学工作有所影响。

四、 硕士 (MA Conservation)

在这一阶段，学生都已具备了一定的保护、修复知识，需要在硕士课程中提升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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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和学术水平。其主要课程是针对纸制艺术品的修复而设立，又可分为书籍和平面(纸

张)艺术品两类。

（一）资源条件

课程的开始首先涉及图书等资源的利用。修复方面的专业书籍和期刊在英国、美国、加

拿大等都多有出版，有些还会细分成纸制品、壁画、油画、古建筑、家具修复等的专业期刊，

里面的实践性案例论文借鉴性相当高。英国的修复联盟ＩＣＯＮ会定期出版新闻简报和杂志

介绍修复界的近况。修复职业人员的网络更是活跃的地方，联系起全球的修复行业，方便同

一领域的工作人员探讨、分享、研究问题。新信息得到及时共享、传播。学校内部的校园网

还会提供一些课件和链接，为自学提供方便。浓厚的学术氛围也是学科的一大特色，不同机

构、单位会定期举办不同类别的研讨会，交流会以及各种讲座。英国本地修复行业内的人多

半相互熟识或已是多年的老朋友，大家总会因为各种会议或项目定期碰头，交流和探讨。

（二）培养目标

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主要集中体现在下述七个方面：

1、为在高级纸制品的修复领域提供学习机会；

2、作为文物修复的初始者获得相应恰当的知识和技能；

3、提供恰当的学习环境并且掌握熟练的专业技能；

4、拥有在变化的全球化大背景下思考文物修复角色转变的能力；

5、激励个人的才智和发展；

6、与修复界的相关境况相联系来定位个人操作实践；

7、提高创造能力，对专业性机会的反应程度，以及未来的学习和研究能力。

（三）教学安排

整个课程全职学生学时为 45周（一年），兼职学生学时为 90周（二年）。采取学分制教

学，分为上下两个学期，共 180 学分。一学分等同于 10 学习小时（例如：10 分=100 学习

时间）。

第一学期：主题：研究——语境——发展

第 1~30 周为教学时间，120学分。其中包括：直接教学 1200小时；理论概念教学 240

小时；相关设备的学习 360 小时；自我学习 600 小时。

考核内容：1、一次期中考试，大约在第 15周以后；2、一份毕业作品的提案；3、一本

自己记录的技术手册；4、一本日常练习作品的作品集；5、一本记录自我发展的正式专业日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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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主题：毕业作品——实践

第 31~45周为教学时间，60学分。直接教学 600小时；理论概念教学 120小时；设备

教学 180 小时；自我学习 300 小时。

考核内容：1、毕业作品，有论文形式（5000 字左右）和作品形式两种；2、在公开毕

业展览中做一次关于毕业作品的演讲，以及制做相关的海报和展品文字说明、标示。毕业展

览，从长远的角度看，是一次更广范围的资质认证。在这段时间毕业生作品对整个业界开放，

任何人都可以对你提出问题和建议。不仅在学校的范围内要得到专家的认可，在其他修复领

域也要得到认可和沟通。这样学生得到了沟通和提升的机会，硕士学业的努力也得到了认可。

3、参加校内的毕业展演讲预演（三次左右）；4、与导师对话，对最终的评估结果、修复过

程以及将来个人的发展思路进行讨论；5、一本个人的专业发展日志，其中包括对一年的教

学进行建议性反馈。

（四）教学方法：

从总体上说，教学的基本程序是老师先讲解理论课、相关知识背景、操作依据和注意

事项，然后再示范。最后学生实践操作，在动手过程中边思考边提问。由于课时有限，老师

所讲的知识大都只能点到为止，后续的研究工作就要学生在课余时间深入。这时，除了老师

精选下发的一些参考文章外，学校的图书馆就是最好的去处。虽然一周一般只有三天的课时，

但剩下的两天学生多半还会出现在工作室里修复自己找来的作品当作尝试性练习。

具体教学方法包括：

1、自我学习

2、同学间相互学习

3、书面材料阅读

4、讲座

5、技术介绍和示范

6、修复导师指导实践操作

7、实验室课程

8、相关单位的合作（包括博物馆、美术馆、设计机构和伦敦艺术大学的不同学院等）

9、一对一的与导师对话（Tutorial）。对话具体次数依据老师喜好而定，一般二十分钟。

其中，每学年必须安排三次大的谈话。在学习间碰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老师自由探讨

以期进一步的升华。课程的设置一般以周为单位，设定一个小主题。比如这周讲“洗”，下

周就可能会讲“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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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

课程主要分为三大类：

１、１、１、１、纸制品修护

１）纸张不同的清洗方法；纸制品无水加湿；纸张去酸、去霉（化学试剂的配制）；糨糊的

制作；不同的托裱方法；晾干方法。

2）破损纸张的修补；纸浆填充法修补破损；不同颜色纸浆的调配。

3）各种印刷艺术品的修复；不同时期不同制版印刷品的鉴别与保存；造纸的基本原理。

4）装裱纸本艺术品的不同方法。

5）水彩画的修复及保存；画面颜料的再固定。

6）中国卷轴画的基础修复。

7）地图的保护以及卷轴的制作。

8）运用不同化学试剂进行胶带等粘性物的移除。

9）档案文件、手稿的保存；不同形制文件夹的制作。

10) 老照片的基础维护及保存。

2222、、、、书籍修护

1) 几种基本新装的缝制、装订形式。

2) 18~19世纪欧洲精装书修复：清理除尘、去污、清洗、修补及缝制方法；

书皮（布类和皮革类）的染色及修补。

3) 书籍的保护：不同类型书套、书盒的制作。

4）其他国家的几种装帧形式；书籍修复在欧洲的发展史。

5）羊皮纸、牛皮纸手稿的修复、保存方法及注意事项。

6）旧封蜡徽章的修护。

7）金属工具在皮革上的装饰运用和题名制作（Gold tooling）。

3、其他保护课程

除上述两种修复课程之外，每周的博物馆学和科学课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博物

馆学主要讲解与藏品有关的事情。比如：老化的影响条件；馆藏环境和所需保护仪器的使用；

藏品储存及展出环境的要求；灾害危险的预防等。科学课则包括不同种类显微镜的运用；纸

张纤维、颜料标本的制作及识别；纸张老化、白度、强度的测试；所需化学试剂的反应原理、

运算公式等等。

一年的课程内容主要集中在较长的上半学期。下半学期的时间则相对较短，大部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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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属于个人毕业作品的完成。从上学期选定毕业作品方向，自己联系各个博物馆找人找藏品，

到最后学校出面商讨具体事宜，上保险、运输到学校，都无疑是锻炼学生沟通、协调能力和

打开修复界网络的好机会。然后所要做的就是为作品拍照、做修复档案、写初步的修复提案

以及预期的结果。经过老师和专家的一步步审核之后，才能开展实际的修复操作。

硕士课程的学习不仅要求学生达到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上的积累，也要求在修复

技艺、技能方面的逐渐成熟。此外，以修复品实况为第一导向的灵活修复操作思路，高尚的

职业道德，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毕业生应该具备的。

五、 博士 （PhDPhDPhDPhD）

这一学习阶段主要是针对读完硕士课程，想对修复领域中的某一个具体方向作进一步深

入研究的人而设置的。一般需要提供想要研究的方向、问题；论文设想的草案；需要的导师

等等。最好是能找到愿意提供赞助这一项目研究的相关修复机构，否则自己要支付昂贵的学

费。在读三年中，每年都需不断的完善自己的论文，不停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每学期

末需对进展的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实际考核和答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