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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監的話
很榮幸能繼續帶領我們專業的團隊，保存本地的文化遺產，拓展文物修護工
作，增強公眾人士對文物修護的認同和重視，實踐文物承傳的偉大使命。

2015年文博節目確是多姿多采。我們協助舉辦了不少大型展覽，包括：「日昇月騰－
從敏求精舍藏品看明代」、「嶺南獨秀－紀念趙少昂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展」和「祝福
的印記－傳統童服的故事」。在包裝、運送、安裝和修護當中展出的珍貴文物上，包括瓷
器、漆器、景泰藍、木器、紡織品和書畫等，都面對不少挑戰。然而，本處同事努力不懈，完
成相關工作，令所有工作都能順利依時完成，並得到各地專家、學者的高度評價，我們亦感到非
常欣慰。

年內，我們為虎豹別墅的雕塑開展修復計劃，以原來的「剪瓷雕」技術為獅子雕塑重塑缺失的地方及
把老虎雕塑缺損的部分修復和加固。還有為藝術大師吳冠中的油畫作品和國畫大師陶澐的書畫作出針
對性的修復和重裱，回復這些珍貴文物的本來面貌。

除了進行修復項目外，我們還致力科學研究，提升科儀效能和應用範疇。與香港中文大學共同研發嶄
新的「即時環境監測傳感網路系統」，為展覽廳和藏品室提供即時的環境訊息，確保照明系統、溫度
和濕度調控在合適的水平。

此外，為加深市民大眾對修復工作的了解，並認識修復工作的重要性，我們進行不少推廣教育工作。
在國際博物館日，分別推出「中式線裝書工作坊」等教育活動，並配合首屆香港博物館節，舉辦重點
節目「珍藏上醫館」，大家破天荒「粉墨登場」為文物醫生，為市民的珍藏「把脈斷症」，廣受市民
歡迎及支持，令我們深感鼓舞。2015年，我們繼續得到文物修復義工們的鼎力支持，無私的付出，在
多方面與我們同行，協助本處的各種工作和活動，在此謹向他們致以最深謝意。

我們制定發展方向，並訂立工作目標，致力保存文物，承傳歷史文化，我們能夠達成使命，成功推展
各項工作，實在有賴全體同事的認真和努力。2016年將有多項大型重點項目，讓我們繼續攜手並肩，
以我們的人才和專長為基石，共同實踐我們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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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想、使命、信念
理 想
傳 承 文 脈 ， 延 續 傳 奇

使 命
·為 公 共 博 物 館 、 藝 術 推 廣 辦 事 處 、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提 供 專 業 和 高 效 的 文 物 修 護 服 務
· 透 過 多 元 化 的 教 育 和 拓 展 活 動 ， 增 強 公 眾 人 士 對 

文 物 修 護 的 認 同 和 重 視
· 夥 拍 社 群 ， 結 合 公 眾 力 量 ， 拓 展 文 物 修 護 工 作
· 勵 志 研 究 學 習 ， 務 求 精 益 求 精
· 培 育 及 加 強 本 地 專 才 交 流 ， 促 進 與 世 界 各 地 專 業 

聯 繫

信 念
專 業 操 守
勇 於 承 擔
團 隊 精 神
熱 誠 秉 正
精 益 求 精
持 續 發 展

年度報告  2015/16 2 年度報告  2015/16 3



3
第三章
文物修復
虎豹別墅─雕塑篇
香港虎豹別墅擁有八十多年歷史，除建築外型獨特，昔日園內的壁畫和雕塑，亦予

人深刻印象，當中以鋼筋水泥造成的獅子和老虎雕塑，極具代表性，是別墅中的焦

點。

獅子和老虎雕塑，原與別墅內的花園石山連成一體，由於長年暴露於戶外，且缺乏

正確保養，以致殘缺不全；尤其花園面臨拆卸，雕塑要在短時間內移離作保存時，

雕塑各部位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壞。過去一年，我們竭力為這兩件雕塑進行修復，

務求恢復原貌，展示給大眾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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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雕塑
拆卸後的老虎雕塑，結構比獅子良好，但表面漆料鬆

脫及剝落情況相當嚴重。為全面保留其身上斑紋的原

貌，我們使用嶄新的「移形投影」技術，將雕塑置於

一個特製360度、全方位的自由旋轉盤上，作多角度

環迴拍攝，把斑紋紀錄下來；繼而全面清除老虎身上

舊有的漆料，再利用投影機，把預先攝錄的影像投射

在雕塑身上，依據影像中的斑紋位置重新描色，讓原

來虎虎生威的風采再現眼前。

修復人員使用高壓蒸汽清洗儀清潔獅子雕塑

老虎雕塑於360°全方位自由旋轉盤上

第三章 文物修復

獅子雕塑
獅子雕塑是以在港罕見的「剪瓷雕」技術製造，獅身上的花紋由彩色瓷片拼貼而成。雕塑來到文物修復工

作室時，四肢和尾巴已完全斷裂，經詳細檢查後，發現大部分瓷片遭髹上漆料，部分已遺缺或碎裂。

我們先以高壓蒸汽清洗儀和中性脫漆劑，去除表面漆料，重現瓷片原有顏色；再特別燒製釉色相近的陶瓷

碗，剪出瓷片，修補剪瓷雕表面缺失的部分。最後，利用環氧樹脂和燒焊技術，把斷裂部分接合，令獅子

雕塑重新「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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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鸞書」的修復
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的新增館藏中，有一份1948年的「鸞書」，是中國傳統嫁娶習俗所用的一種文書記錄。

由於「鸞書」紙質開始劣化變脆，並出現多處開裂和摺痕，無法翻開細閱進行研究或展示。

我們在修復前，為「鸞書」進行科學分析，確認「鸞書」的紅色顏料為人工合成紅色染劑而材質為竹紙，

木料質素成分較高，劣化後的紙張拉力減低，導致柔韌度下降，造成開裂。

紅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象徵喜慶和福澤，更是嫁娶用品的常見顏色。為了準確記錄染色劑的成份，我們先

以甲醇萃取「鸞書」上的紅色染劑，再經液相層析質譜儀分析，得悉紙上的顏料成分為「若丹明」，也稱

鹽基桃紅，是一種二十世紀初通用的價廉染色劑。這種顏料遇水會暈化。

一般修復紙本裂縫的黏合劑，為水溶性甲基纖維素，因此我們在修復時，要格外小心，運用適當技巧，避

免所含的水份令「鸞書」的紅色顏料暈開。我們一方面把黏合劑加熱至攝氏75度，再配以長纖維皮紙托

背，加固紙本的拉力；另一方面，我們用超聲波把水氣霧化，把「鸞書」逐步加濕，但不能讓水珠凝聚紙

上，否則水滴會令紅色顏料化開。當「鸞書」的紙纖維透徹地軟化而完全鬆開後，再以長纖維皮紙和熱溶

性黏合劑，修補裂縫和缺失部分。

第三章 文物修復

「

修復前的「鸞書」表面有不少摺痕和開裂，難以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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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學海綿清潔文獻上的塵埃

把樣本放在液相層析質譜儀內進行分析

修復後的「鸞書」能平整地展示

用溶劑從樣品中萃取染料樣本

準備修復用的長纖維皮紙條

第三章 文物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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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冠中的油畫
我們繼續為已故當代中國畫大師吳冠中的多件作品進行修復。系列中一幅題為《西遞村》的油畫，除需要

清理顏料表面的黴菌外，作品上的局部顏料層，亦出現分離和隆起等不穩定情況。我們以鱘魚鰾提煉的天

然黏合劑，和小型控溫加熱刮刀，小心地將顏料層按平後貼回原位。

另一幅油畫《邂逅》，則出現顏料脫落和缺失等問題。我們參考作品早期完整時的照片，根據缺失顏料的

形狀、色澤、筆觸及畫面的顏料等資料，進行填補、造形及補色。

《西遞村》2001 油彩布本局部

修復前（上）顏料脫落缺失，修復後（下）
作品回復完整的原貌

《邂逅》1999 油彩布本局部

修復前（上）局部顏料隆起，經修復後（下）
顏料層獲加固和按平

第三章 文物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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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免大師的厚塗筆觸受損，我們特為這批油畫重新設計畫框，使油畫與畫框之間保持適當的空間距

離。新畫框不但保護畫作免受撞擊及塵埃污染，而且減少外間溫濕轉變對油畫的影響。

畫框橫切面圖

第三章 文物修復

顏料層及畫布

空間不少於10毫米

膠片

加厚木框

軟木背板 透明背板

油畫內木框

畫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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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畫大師陶澐的作品修復
已故藝術家陶澐先生（1911 – 2004），1949年自廣州移居香港，是香港畫壇著名的傳統派畫家，作品以

山水見稱。書畫組為陶澐先生家屬捐贈予香港藝術館的三幅畫作進行修復。

三幅畫作的裝裱均具南方特色，紙料裱邊不如綾裱堅韌，狀況欠佳，不同部位均有開裂、破洞、水漬等損

壞。另外，畫芯的狀況也不理想，污漬、折痕、黃斑，甚至泛黃、黴斑等問題比比皆是，亟待修復。

其中一幅立軸扇面，畫面有磨損，畫邊不但出現折痕，部分位置因缺漿而翹起；由於折痕位置貼近畫芯，

整幅立軸起伏不平。這些問題早於首次裝裱時已存在，經我們反覆檢視和研究，發現質料厚實的扇面，用

單薄的紙料裱邊作裝裱，導致畫面高於裱邊。立軸經無數次開合後，隆起的畫面逐漸受到磨蝕，原本平直

的畫面由邊緣向內開始翹起，單薄的裱邊變得脆弱，折痕遂陸續出現。我們確定問題的起因後，便制定針

對性的重裱方案。

我們首先將畫件放在紅色裱 上，以羊毛排掃沾去離子水潤潮畫芯，直至畫芯濕透；然後，以清潔的毛巾

輕輕滾過畫面，把水拭去，重複這個清洗動作直至去離子水不再泛黃；跟 小心把畫芯的覆背材料揭去，

繼而修復畫芯。經過一連串的步驟後，再將畫芯重新裝裱。

我們一般會以原有形式重裱書畫，但由於這幅立軸的的兩張扇面質料偏厚，如繼續以立軸形式收藏，即使

採用與畫面厚度相若的物料裝裱，完成後畫件整體會變厚，不斷開合而產生的老問題會再度出現。於是，

我們決定將兩幅扇面改以壓鏡形式裝裱，並裝入鏡框，讓畫件永久保持平直，在一個更優秀的環境下貯

存。

第三章 文物修復

紙料裱邊出現嚴重破損，天桿邊出現開裂情況 修復前（上）畫面上的紙質泛黃，並有污漬
及黴點 。修復後（下）污漬和黴點經已清
除，畫面重現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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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前（左）                             修復後（右）以壓鏡形式展示

第三章 文物修復

用挖斗的形式把綾邊鑲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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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娜的旗袍
香港歷史博物館最近收藏了已故女演員狄娜一系列共41件旗袍。旗袍是在香港娛樂事業最輝煌的1950至

60年代縫製，已嚴重發黴而急需修護。 

旗袍可能曾存放在濕度較高的環境，或受水浸，以致出現發黴的問題。黴菌不但破壞旗袍布料，更會污染

其他藏品，甚至對人體健康構成危險；因此，旗袍須要獨立存放在密封膠袋內以待處理。在處理旗袍時，

我們必須採取安全措施，保障個人健康。除配備防護手套、保護衣、防護口罩外。我們用作清潔旗袍的真

空吸塵器，亦裝有高效微粒過濾系統。

 

我們為旗袍加上襯墊後，把它們貯存於相對濕度百分之六十五以下的貯藏庫以避免藏品再受潮發黴。

第三章 文物修復

 義工使用吸塵器清除殘留在旗袍上的黴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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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鳥標本
澤鷸，學名小青足鷸，是一種在春秋兩季遷徙時，經常於香港過境的候鳥。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館藏澤鷸標

本，其中一隻下肢及足爪皆有缺失，結構不穩固而不適合展示。我們重構標本的缺失部分，使它能以澤鷸

的慣常站姿展示。 

在選取新「腳」的物料時，標本的重量、物料的穩定性、耐用程度和外觀等均是我們要考慮的因素。我們

作出不同的測試，結果選取木質物料構建「腳」骨。為了讓下肢有穩固的承托，我們把重建的部分黏合在

現有腳的上半部，而足爪則以榫卯加上黏合劑鑲嵌。最後，我們以長纖維的日本紙模仿外皮，用黏合劑把

「腳」包裹，然後在表面描上紋樣。標本現正於展覽廳內展示。

第三章 文物修復

重構後的標本

重構前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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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帽
展品的修復和維護是我們的重點工作之一。是次修復的藤帽，於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故事」展覽廳公開

展出時，受到惡意破壞，帽頂的部分藤枝缺失，內部的稻草破損紊亂，帽邊亦有少量藤枝鬆脫。

我們首先以尼龍魚絲線，把帽邊鬆脫的藤枝固定在原來位置，重整帽頂的稻草，再利用與原物料性質相近

的藤枝，重新編織帽頂。考慮到展品的安全，這頂藤帽暫貯於藏品庫。

修復人員用與原物料性質相近的藤枝編織帽頂受損的地方

修復前 修復後

第三章 文物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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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昇月騰：從敏求精舍藏品看明代」展覽
「日昇月騰：從敏求精舍藏品看明代」展覽的三百多件展品，是由敏求精舍多位會員慷慨借出的私人明代

珍藏，包括瓷器、漆器、景泰藍、玉器、織品、家具、金銀器、書畫、文房用品、遊藝用器、宗教造像

等。

接收文物後，我們首先逐一檢查其整體狀況，按物料性質和實際狀況，在物主同意下進行不同程度的處

理，繼而制定展覽安排。就以當中兩件大型陶製綠釉及褐釉男女侍俑為例，它們均由三個組件構成，檢查

後發現，陶俑有多處斷裂及修復痕跡，連接底座的身體部份更有缺失。為使展品安全穩固展出，採取預防

性修護方法，按物件形狀製作活動銅支架，方便安裝之餘，更貼合侍俑的型態，同時達致安全美觀的效

果。 

另外，一件晚明的「紅緞雲雁紋」文官補服，為免重量集中在肩膞位置及保護原有扣件，我們摒棄一般人

型支架，利用特製內藏金屬鐵板的斜台，把補服文物放置其上，並在內外平均地以磁石定位，外露的磁石

則以近似補服顏色的布料包裹，營造視覺和諧的效果。

為使藏品在最佳環境下展出，我們利用一套環境監控系統，管理展廳以至展櫃內的環境，包括溫度、濕度

和光線。所有含有容易褪色的顏料的展品或易受光線劣化的紙本文物，所接受的光照均需嚴謹監控在五十

勒克司以下，展覽廳內所有燈光的紫外線均受隔絕。放置金屬文物的展櫃內的濕度則需控制在百份之四十

以下。

修復人員為陶俑安裝銅支架 利用磁力原理，修復人員平均地在衣服內外放置磁
石來固定珍貴的服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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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獨秀－紀念趙少昂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展」
嶺南畫派大師趙少昂誕辰110周年，香港文化博物館聯同廣州藝術博物館，合辦「嶺南獨秀－紀念趙少昂

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展」。是次展覽展出兩所博物館珍藏大師在上世紀30 至90 年代的畫作，包括卷軸、扇

面、冊頁、鏡片等不同裝裱形式的作品。

  

這次展覽的籌辦過程極具挑戰，為把兩所博物館的展示方式相互融合，並顧及部份保存狀態欠佳的展品需

要，及在有限時間下完成組裝，兩所博物館的修復人員、館長及設計師，一直保持緊密合作，制訂合適的

展示環境，同時合作設計了一套可還原組裝方法，統一原來不同的裝裱形式，營造一個和諧的視覺效果。

我們更訂造特製的運輸箱，確保展品安全運送，往返粵港兩地。

第三章 文物修復

修復人員為「嶺南獨秀」展覽進
行組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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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的印記 － 傳統童服的故事」展覽
「祝福的印記」 展覽展出二百多套晚清至民國時期的民間童服如童帽、衣裳、圍涎、鞋靴等。展品上豐富

的刺繡和嵌花，工藝精美，引人入勝，活靈活現地反映當時家庭對孩子含蓄而真摯的愛和祝福。這批珍貴

的展品既具美學價值，更富涵歷史意義。在云云展品中，有部分受到某程度的破損，需要修復，並需為展

品設計特別的裝置。

修復
我們首先以氮氣滅蟲，杜絕侵蝕童服的害蟲。童服上破損的部位則以類近材質和顏色的布料，支撐織物脆

弱的部分，再以幼線和靈巧的手藝加以縫補。大部分童帽已變形，我們以超聲波加濕器為變形的童帽作冷

霧處理後，織物纖維得以逐漸放鬆，繼而進行重新塑形。 

眾多展品當中，以「連生貴子帽」的修復過程最叫人雀躍。此頂童帽於1930年代製造，頂部的蓮花男童

人像嚴重變形，原有固定人像的金屬支架，部分外露扭曲；而支撐童帽和人像其餘的支架，則被布料和其

他裝飾遮蓋，肉眼難以檢視。我們首先進行X射線分析，了解童帽的內部結構，包括金屬線支架的分佈位

置、接觸點等實用資料。根據這些資料，頂部的人像得以重新定位，我們再利用超聲波加濕器潤濕童帽的

底料及人像裝飾，增加織物纖維的柔鞣性，從而精確地為童帽重新塑形。

裝置及展示
為了展示童帽、衣裳等原有形態，讓觀眾欣賞展品上匠心獨運的裝飾、紋樣，合適的裝置方法尤為重要。

首先，我們與設計師及館長商討，為不同類型的展品制定裝置方案。展示架的製作過程講求精準，而童帽

展示架的製作尤其複雜。根據童帽的外型，度身設計，以亞克力膠板、泡沫聚脂材料，及低溫熱塑棉等物

料製成展示架。製作過程包括量度尺寸、依童帽的外型繪製框架、預備模具、組裝、鋪襯墊等。我們非常

感謝一群熱誠的義工，全心全意為展覽預備這些精緻的支架，使籌備工作順利進行。

變形的童帽經過重新塑形回復原貌修復前嚴重變形的童帽

童帽「連生貴子帽」的X光影像文物修復員正在裝置童帽

第三章 文物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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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物修復

當代藝術品外借前的修護工作
藝術家一般以混合物料作為當代藝術品的媒介，來表達天馬行空的創作意念。因此，外借的當代藝術品如

何能安全運送和展出，對我們而言是重大的挑戰。  

我們為幾幀外借到上海展出的當代水墨畫裝框。由於其面積較大和畫作表面起伏不平，我們特別選取較薄

的3毫米不反光膠片作保護，較一般裝框常用的4毫米或6毫米的亞加力膠片更為輕巧外，膠片不反光的特

性亦可讓觀眾更清晰地觀賞畫作。另外，我們亦在框邊內的四周，加上約1.5毫米厚的膠條，以分隔畫面

與膠片，避免兩者表面黏在一起，損害畫面上的顏料。

另一方面，展品外借時會遇到不同環境狀況，尤其相對濕度的差異會令紙本類的藝術品因空氣中水分的變

化而收縮或擴張，造成變形、開裂，甚至老化等破損；此外，畫作上的顏料更會出現起翹、脫落等風險。

我們決定在畫框背板，加裝可調控濕度的薄板(Art-sorb®sheet)，並將畫框密封，為展品提供穩定的微氣

候環境，以抵禦在運送和展出期間外在環境的濕度變化。

修復人員正在檢查畫件 修復人員在畫背加裝可調控濕度的
薄板，並密封畫框，為展品提供穩
定的微氣候環境

第三章 文物修復

年度報告  2015/16 18 年度報告  2015/16



「緣的交往」原屹立在中環大會堂
紀念花園

「緣的交往」當年的裝置圖則

「緣的交往」搬家了
藝術推廣辦事處於2014年底開始構思，將原置於中環大會堂紀念花園的藝術品「緣的交往」，遷往天水圍

作長期展示，增添區內文化生活氣息。

籌備
「緣的交往」由青銅及黃銅製成，意念源自中國傳統文化，由幾何元素建構空間，以龍翔鳳舞造型，寓意

美滿、和諧、幸福。藝術品的表面因長年受戶外環境侵蝕，留下不少歷史痕跡，空氣中的污染物及鹽份，

亦加快了 蝕的速度。幸好藝術品整體結構依然穩固，有利其 後的拆遷工作。在籌備過程中，我們翻查了

大量當年的設計資料和裝置圖則，藉此了解作品原來的安裝方法。

拆遷
原作品的水泥座厚達40釐米，因此需要大型機器進行切割。先進的切割儀器不但能準確地切開厚度近半

米的水泥結構，更可有效地降低施工期間的噪音和塵埃污染，減低對周圍環境的影響，成功將重達450公

斤的藝術品與底座分開後，工程人員繼續以人手清除相連的殘餘水泥部分，進一步檢視底部的結構狀況。

重置及修復
走過大半個香港，「緣的交往」終於到達了新居－天水圍麗湖休憩處。我們在安裝前，連同工程團隊再次

覆核藝術品的結構狀況，以及新造底座的位置和尺寸，確保所有計算準確無誤。

整項安裝工程的精準和效率要求極高，與工程人員的共同努力下，我們最終成功將「緣的交往」落戶麗湖

休憩處。經歷長達數星期重鋪金箔、清除銅 、掃上保護塗膜等現場修復工作後，「緣的交往」終於再次

以本來面貌重現公眾面前，讓觀賞者思索藝術品與周圍環境「交往」的真正意義。

第三章 文物修復第三章 文物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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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人員為水泥切割工序作最後準備

「緣的交往」底部的金屬支架

重置於天水圍麗湖休憩處內
的「緣的交往」，為該區增
添不少文化氣息

工程人員利用滑輪組件將與底座成功分離
的「緣的交往」置於合適位置

在天水圍的麗湖休憩處內，工程團隊以起
重車進行「緣的交往」的安裝工作

第三章 文物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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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與發展
嶄新的「無線環境監測傳感網路系統」
我們跟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LSCM研發中心」) ，以及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合作研發全新的「無線環境監測傳感網路系統」，正式

啟用，深感興奮。

為博物館展覽廳及藏品庫監控溫度、相對濕度、照明水平等不同環境參數，一直是修復人員的

重點關注事項，也為文物進行防預性修護策略提供基本依據。隨著近年無線感測器網絡技術 

(「WSN」，Wireless Sensor Network) 的研究及發展不斷提升，不少應用方案已逐漸商品化。

然而，現時市場上大部分以WSN為本的傳感系統，均價格高昂、體積較大，應用上卻存有不少

局限。因此，文物修復辦事處與本地科研人員及業界專家，就著博物館運作上的特定需要，由

2012年開始合作共同研發，設計一套全新以射頻識別技術 (RFID) 為基礎的環境監控系統。

在LSCM研發中心及業界資助下，團隊成功開發了包含下列嶄新

功能的「無線環境監測傳感網路系統」：

· 可插式RFID硬件平臺及通用傳感器接口–用家可根據不同的

監控需要，連接多達五個外置傳感器，同時記錄不同種類的

環境數據；

· 以軟件模塊管理所有可插式RFID硬件裝置，方便用家對系統

所收集的數據作詳細分析；

·在博物館及歷史建築等大型或綜合建築物內，可以無線方法

支援及連接數以千台傳感器裝置。

這套全新監測系統的設計原型 (Prototype) ，通過在香港歷史博

物館以及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實地可靠性測試後，於2015年，在

香港科學館舉辦的「西洋奇器 － 清宮科技展」中，首次正式應

用，效果理想。我們期望這項研究成果於未來兩、三年內能成

功商品化。

全新的環境監控系統在2015年中的「西
洋奇器 － 清宮科技展」首次應用，監控
展示櫃內的溫濕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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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穿越百年，揭開中國紅染料面紗
年內，我們派員參與由文物保護委員會 (ICOM-CC) 及意大利考古協會，在意大利卡塔尼亞舉辦的2015

科技與藝術國際會議，並在會上發表題為「穿越百年，揭開中國紅染料面紗」海報，展示利用液相色

譜連接質譜分析，鑑別紙本和紡織藏品上的染料的成果

文物修復主任（左一）與參會者留影

第四章 研究與發展

學術論文及國際會議
我們致力鼓勵團隊成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分享知識、交流經驗，擴闊視野。

1.  21世紀博物館的溫濕度監控系統 
辦事處代表出席在台北舉行的第25屆「文化遺產檔案國際委員會」(CIPA)會議，並於會議上發表以

「21世紀博物館的溫濕度監控系統」為題的論文，探討博物館現時所採用的相對濕度與溫度無線紀錄

儀的最新發展。

修復處代表在 2015科技與藝術國際會議上展示題為
「揭開中國染料面紗」的學術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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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與發展

3.  「博物館和美術館設計的未來」會議   
 我們的兩位修復主任在11月出席由英國萊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Leicester)、K11藝術基金會，

以及英國貿易投資總署聯合在香港舉辦的「博物館和美術館設計的未來」研討會，分別發表以 

「A future for the Past and Present – Leveraging on conservation educational programmes」和「探 

索滅火輪『葛量洪』號的有趣歷史」為題的學術文章，前者探討文物修復人員如何在教育推廣節目

內將「修復」和「展示」相結合，成為革新傳統博物館的有力溝通工具，後者以『葛量洪』號的展

示為例，分享如何加強展示的整體通達性和應用「以展覽作溝通」的理念，促進參觀者對展品的 

了解。

講者在會議答問環節上與參會者
進行討論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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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育與推廣
學校文化日計劃
年內，我們為「學校文化日計劃」舉辦「文物修復DIY工作坊」，題材

包括油畫、木雕、紡織品的修護，共有逾200位來自7間中學的師生參

與。學生透過活動了解文物修復的重要性，和體驗修復工作的樂趣和

挑戰。

學生參加文物修復工作坊，學習油畫修護知識和製作小型畫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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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香港國際博物館日
為響應「2015香港國際博物館日」，文物修復辦事處在2015年5月23、24日，舉辦了共四場的「傳統的手

工藝：中式線裝書製作」工作坊，介紹和即場示範中式線裝書的製作方法，讓117名參加者在我們指導下

從零開始，一步一步製作出屬於自己的手工線裝書。

「珍藏上醫館」
首屆「香港博物館節」於2015年6月底至7月初舉行，文物修復辦事處參與其中，首次舉辦了為期四天的重

點節目「珍藏上醫館」。我們破天荒化身為「文物醫生」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及香港藝術館「開診」，為逾

200名市民帶來的珍藏中國書畫、古籍文獻、照片、銀器及硬幣「診症」。參加者更可在修復人員的指導

下進行實習，更深入了解和應用文物保存及修復的技巧，親身為已「確診」的珍藏進行修復

參加者與他們的製成品

參加者在修復人員的指導下進行修護實習

參加者全神貫注地製作線裝書

「診症室」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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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館長」體驗之旅 - 文物修復站 
「我要做館長」體驗之旅是「香港博物館節2015」的特備展覽，由康文署的數個文博單位共同籌辦，於香

港藝術館免費開放參觀。

我們在展覽中設置「文物修復站」，展示文物修復工作室的場景、陳列各種修復設備，以別開生面的手

法，為市民介紹文物修復的幕後工作。展區更設有互動遊戲「文物殺手逐個捉」，讓參觀者從遊戲中了解

保存文物的合適環境和應對惡劣環境的方法。

文物修復站 修復人員現場解說各種文物修復工具的使用方法

互動遊戲「文物殺手逐個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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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育與推廣

文物修復研習生
本處的工作涵蓋修復歷史建築文物，每年均吸引不少修讀建築文物保護課程的學生，到本處參與研習生計

劃，把課堂的理論知識實踐於實務工作上。本年度的學員包括傅秋曼、劉浩然和周冠棠。在本處研習期

間，他們不僅有機會實地了解歷史建築文物的修復過程，更能親身感受修復工作的苦與樂。

傅秋曼於香港大學修讀理科碩士課程（建築文物保護），在2015年1月至4月於本處進行研習，參與放置

於禮賓府的木凳修復工作，親身體驗修復家具文物的基本程序，加深了對木製文物的認識。

在新加坡國家文物保存中心工作的陳寶鳳，

於四月份到文物修復辦事處，進行為期四個

月的修復研習，參與油畫修復及研究，包括

中國外銷畫、當代本地藝術家作品，以及吳

冠中大師的油畫等。陳寶鳳回顧說︰「這次

實習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學習之旅，並加深我

對預防性文物保存和修復處理的了解。」

傅秋曼用抹刀清除木凳表面的老化光油 劉浩然為達德公所的木對聯貼上金箔

陳寶鳳透過立體顯微鏡為顏料層進行加固修復

第五章 教育與推廣

互動遊戲「文物殺手逐個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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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育與推廣第五章 教育與推廣

吳樂蓉在港修讀中國研究，於本處完成了七個月的研習，參與中式歷史建築文物修復工作，包括王
屋和廈村的壁畫，以及二聖宮車公泥塑神像的修復。她自幼對中國書法有深入認識，修復王屋壁畫
期間，為壁畫上已褪色的詩詞進行資料搜集並作紀錄，供研究員作日後參考。

修讀人類學的劉嘉欣，在本處兩個月的研習中，參與多件文物的清潔及紀錄工作，如啟德考古遺址出土的

魂瓶，以及西貢滘西洲洪聖古廟的木籤等。研習期間，劉同學亦有學習修復出土器物的技巧，如黏接陶瓷

碎片，使用填充物料作修補等。

特拉華大學藝術修復系應屆畢業生蔡欣伶，在聖誕假期的兩個月裡，在修復辦事處進行實習，期間參與佛

山木版年畫、粵劇劇本等修復工作，並協助由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舉辦的「口傳心授」展覽的佈展工

作。

吳樂蓉清除廈村壁畫上的污漬

蔡欣伶正在修復佛山木版年畫

劉嘉欣利用激光去除木籤上的污漬

蔡欣伶正在檢測佛山木版年畫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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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育與推廣

Giorgia Pizzol是威尼斯大學化學系（文物修復）的應屆畢業生，在修復辦事處完成了四星期實

習。Giorgia曾參與的項目包括「虎豹別墅石獅子之物料分析」、「石灣陶俑的鹽蝕研究」，以及「發達

堂的物料分析」。這次是Giorgia首次參與研究東方文物，她很享受整個實習過程，對她來說是一次寶貴

的學習機會。

Giorgia 在發達堂協助採集樣本作分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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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區參與及合作夥伴

第六章
社區參與及合作夥伴
文物修復義工計劃
文物修復辦事處自2002年起，藉著舉辦文物修復義工計劃，加強社區參與修護

珍貴的歷史文物，同時推廣文物修復知識。

2015年我們共招收了152位義工，他們慷慨付出寶貴的8,733小時，參與修復工作並協助

推動教育活動。我們連續第3年獲社會福利署頒發「義務工作嘉許狀（團體）－金狀」。

為感謝義工一直全力投入，努力不懈，積極參與文物修復的工作，我們於2016年1月16日在香港科

學館演講廳，舉行了「2016義務修復工作簡報會暨義工嘉許典禮」。年內獲嘉許的義工多達49名，

為歷年之冠。 

活動當日，義工們還獲邀參加科學館內最大型展品–「DC-3型客機」的修復導賞，及參觀香港歷史

博物館「日昇月騰：從敏求精舍藏品看明代」的展覽，認識文物修復人員在當中投放的努力。

獲嘉許義工與文物修復辦事處總監、修復主任合照 修復人員為義工朋友進行修復導賞，講解「DC-3型客
機」的修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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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區參與及合作夥伴

機場展覽 ─「香港製造」
製造業在香港經濟發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早於二十世紀初，香港製造業已生產不少本土設計的產品。

為使香港市民及外國旅客體會香港製造業對香港的影響，我們與香港歷史博物館及香港機場管理局攜手合

作，於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離境大堂，毗鄰22及31號登機閘口的空間，舉辦名為「香港製造」的展

覽。

展品包括逾百件由50至70年代於香港製造的產品。當中不乏秉承傳統、家喻戶曉的百年老牌產品，也有隨

工業起飛而應運所生的各類物品；讓觀眾回顧香港製造業的輝煌日子之餘，亦體現了港人靈活變通、因時

制宜的創新精神。

「香港製造」展覽在開幕後的短短一個月內，已吸引逾10萬名觀眾。

在香港國際機場22號登機閘口附近(左)和31號登機閘口附近(右)的「香港製造」展覽

製衣業相關展品 旅客觀賞塑膠業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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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康文署的其他修復團隊

第七章
康文署的其他修復
團隊
香港中央圖書館書籍修復組
香港中央圖書館的書籍修復組，繼續致力保存及維護館內的珍貴書籍，包括修復香港學

海書樓借存於中央圖書館之特藏，以配合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館藏數碼化計劃。

中式線裝古籍的紙質因輕薄而脆弱，容易受損，通過數碼化工序，可大大減少藏品的存

取次數，使其珍貴的內容得以更穩定地保存下來。年內，書籍修復組為125冊珍貴的線裝

古籍拆除釘裝、翻開書脊互相黏附著的書頁、編碼、修補、壓平及掃描後重新釘裝。 

已完成修復的古籍，包括南朝梁沈約等人所著的《宋書》，以及明代俞安期彙纂的《唐

類函》。其中《宋書》的電子版現已上載至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供市民

大眾在網上閱覽。

《宋書》的電子版已上載至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
訊系統

電子版《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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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康文署的其他修復團隊

香港電影資料館修復組
《彩色青春》（1966） -  2015新修復版
香港電影資料館於1995年，在行將清拆的北角國都戲院發現《彩色青春》的電影菲林片，包括可用作修

復的底片、聲片，以及其他拷貝。大部分菲林收回時都已損壞不堪，只餘下一套共九本、長約87分鐘，

質素尚可作修復用的底片及聲片。

這套菲林存在不少問題。首先，底片受醋酸症候群影響，導致菲林褪色、變色、收縮變形，甚至變得黏

稠。例如其中有一卷聲片已黏連在一起，無法打開，引致影片失去部分聲軌，變成只有畫面，沒有相應

的聲音；其次，菲林聲片變壞收縮，亦導致聲畫不同步。其他問題包括畫面閃爍、晃動、出現班點等。

猶幸底片本身因使用次數不多，只有少量刮痕。

第一期修復
至2010年，資料館修復組著手工作，目標是修正因菲林變壞而造成的影像及聲音問題，盡量復原影片上

映時的質素，為觀眾重塑當年在戲院放映時的體驗。此外，修復人員亦將已修復的影音資料，轉移到可

作長久保存的檔案級菲林，配合適當儲存環境，這些檔案級菲林可望保存長達200年。

在修復菲林底片方面，修復人員首先將菲林底片清潔乾淨，並作初步修補，

然後沖印出一套菲林正片作影像質素評估，以得知菲林底片變色和損壞的程

度，從而制定出修復方案。修復方案始於以專用的掃描器將菲林的影像資

料，轉化成2K解析度的數碼影像檔案，以作數碼修復。跟 利用影像數碼修

復系統，減輕影像閃爍、晃動的情況，並去除斑點，修正顏色；然後，再以

聲音數碼修復系統修正聲畫不同步的問題。最後，便可將完成修復的影片，

輸出成放映用的數碼電影檔案，並轉印至檔案級菲林，作長久保存。 

經數碼調色後的影像清晰、色調亮麗、對比分明，重拾六十年代歌舞片的感

覺。《彩色青春》修復版於2011年曾在香港文化中心放映。

影像在數碼修復前（右）及修復後（左）的面貌

已相當扭曲的菲林

菲林底片的翻正影像反映出底片已廣泛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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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修復
2015年，香港電影資料館修復組為《彩色青春》（1966），進行第二期修復工作。

電影資料館於2013年獲得一位熱心觀眾襄借《彩色青春》錄影帶資料，相比館中原有版本，長多22分鐘左

右，多出的內容主要是關於女主角蘭絲（陳寶珠）爸爸的情節，對故事的發展相當重要。雖然影帶上的影

像質素未符理想，但經研究討論，至2015年決定為《彩》片作第二期修復，將缺失的場景增補至已修復的

版本中。

由於今次的影像資料源自錄影帶，畫面解析度較低，影像屬模擬制式，雜訊亦甚多。最大的問題是影像顏

色與已修復版本的色彩有別，因此，修復的首要任務是盡量令兩者色調一致，以免過場時出現的影像差異

太大。此外，我們利用數碼技術為影像增線，盡量增加其解析度，以配合菲林版本的高解析度。其他工序

包括去除錄影帶的影像雜訊，減少俗稱「飛針」及「色斑」等情況，以及調整影帶的音質及音量等。

由於影像來源是電視節目的錄影帶，資料經多次格式轉換及壓縮後已大量流失，畫質與菲林相距甚遠，令

修復後的效果，未能盡善盡美。然而，經不斷努力，新加入的片段確能令故事更為完整，實在難得。電影

資料館盼望，日後能收集更多這套電影的菲林片，再作修復，令這部經典作品能以更完美的狀態，展現給

觀眾和影迷。 

影像在色彩修復前（左）及修復後（右）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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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工作表現摘要及
組織架構圖
本處在2015-16年度，合共修復了773件博物館的藏品，按藏品的物料

性質區分為八大類：檔案及繕本、書畫、相片及印刷品等平面文物、

紡織物、陶瓷及無機類文物、金屬品、考古文物、有機類文物等立體

文物。

檔案及繕本

其他

相片及
印刷品書畫

陶瓷及
無機類文物

有機類文物

紡織品

出土文物 金屬品

已修復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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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工作表現摘要及組織架構圖

為提升公眾的文物保育意識，我們在2015-16年度舉辦了44場教育推廣活動，包括

文物修復室參觀、工作坊和講座，共接待了1,069名參加人士。

教育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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