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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是多姿多采、动感满载的一年，我很高兴能在此分享本处于这年度的主

要成果，一众同事努力不懈地保育文化瑰宝及向社群宣扬文物修复的理念实在令人欣悦。 

这份年报概述了本处过去一年的重点修复工作。继二零一二年我们为二圣宫修复了「文判

官」神像后，修复达德公所的木门、檐板等是另一项别具挑战的工作。公所建于一八五七

年，是香港现时仅存的公所，建筑物内大部份文物都因为水浸而严重受损。另外，一如既

往，我们继续为博物馆的专题展览提供专业技术支援，其中最瞩目的是「武 ‧ 艺 ‧ 人生 ─ 

李小龙」展览。 

毋庸置疑，第二十五届国际文物修护学会会议的筹备工作绝对是这年最大规模、史无前例的

任务。香港很荣幸获选为二零一四年度会议的主办城市，这是该学会首次于东南亚地区举行

是项两年一度的盛事。会议于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假香港大会堂举行，主题为

「源远流长：东亚艺术文物与文化遗产的修护」。香港素以东西交汇而闻名，是届会议吸引

了世界各地的文保专才前来作专业交流。而香港处于亚热带地区，有其独特的修护议题，大

会遂以「文物保存与环境」为题，举办了一场专题研讨会。

我们严格审阅数以百计来自世界各地的论文和学术海报，从中挑选了52份论文和45份海报在

会上发表。本处又为会议建立了专题网站，除用作宣传外，还作为平台向与会者发布最新资

讯和提供网上报名。大会自二零一四年三月中开始接受网上报名后，反应非常热烈，短短数

星期便有超过80位文保专家报名。与此同时，很多提供文物修复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供货商均

表示有意参加大会的展览会以展示其产品。 

除了为「学校文化日计划」和「国际博物馆日」举办不同类型的教育和推广活动，我们也透

过「文物修复义工计划」促进社群参与。本处的杰出义工团队为我们提供了质量俱全的支

援。他们慷慨地贡献时间与才能，协助我们进行修复项目与教育活动。我在此向所有修复义

工致以最衷心的谢意，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全情投入和不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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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惠玲女士尽心竭力服务本处36年，已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荣休。彭女士在任期间除了为各

项展览提供技术支援工作，亦负责修复室的运作，更凭着精巧的手艺，协助修复纺织文物。

我们衷心感谢彭女士一直以来为本处所作的贡献，并祝愿她退休后生活愉快。黎靖磊先生会

接替彭女士的职务，我们期待与接任新岗位的黎先生愉快共事，合作无间。

我亦很高兴在本年报中介绍香港中央图书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的修复工作，让大家认识在该

处工作的修复团队所作出的努力。他们在保护文化遗产的领域上，同样是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

 

最后，本人谨在此恭贺本处前总监陈承纬先生在专业领域上更上层楼，并感谢他在任时的杰

出贡献和领导。我亦在此向本处各同事致谢，他们同心合力与专心致志的热诚，是文物修复

办事处成功的基石，令我对前景满怀壮志。

文物修复办事处总监

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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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物修复

为保育本地具历史、艺术与文化价值的文物，文物修复团队成员在不同的领域如考古文物、

陶瓷及无机物料、历史档案、金属、有机物料、书画、相片及印刷品，以及纺织物及标本等

具有专长，肩负博物馆藏品的修护工作。以下章节将概述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内的重点修复

项目。

修复项目 

达德公所

我们于本年度投放了不少时间与人力修复二十多件达德公所文物。达德公所是香港仅存供村

落联盟聚会、祭祀，以及作为露天市集管理处而建的公所。由于邻近的新市镇发展，令公所

的地下水位升高，及后更于一九九零年发生水浸事件，结果，公所内很多文物因而受损。在

各项需要修复的文物中，公所大门与檐板的结构与状况均非常恶劣，极需立刻处理。   

大门

达德公所的木制双掩大门刻有门神图案，是硕果

仅存的香港民间工艺范例。在制订修复方案前，

我们以三维雷射扫描追溯木门上模糊的门神木刻

图案，并进行记录和还原。由于大门长期浸在积

水中，底部已告腐烂。修复人员遂更换朽木以加

强木门的整体结构。

檐板

檐板上的吉祥图案刻工精细，在饱受白蚁侵害和

岁月的洗礼后，檐板结构严重受损，图案颜色剥

落。为恢复檐板原来坚实的结构，修复人员在板

背使用碳纤维布料托贴加固，再利用显微镜检视

图案上残留的颜料以判断原有色彩，最后在适当

的位置进行补色，让檐板重现昔日的光彩。

修复人员为木门上模糊的木刻图案进行
扫描

修复人员在檐板上重新贴上金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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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石雕塑 

云石是雕塑家常用的物料。要保存这种天然材质，殊不容易，尤其是修复在户外展示的云石

艺术品，更是别具挑战。阳光、空气中的污染物、酸雨和有机物质都会危害云石并触发劣

化。空气污染物引起的硫酸化作用或真菌滋生形成的草酸盐，令云石变色，不仅有碍观瞻，

更造成无法逆转的破坏。我们采取了预防性修护的方法，就劣化机制进行全面研究。除了监

察雕塑作品的情况，也进行了多项测试和分析。

为了监察转变，我们定期进行无损检测，包括超声波量度、激光扫描和色彩量度等。我们又

评估多种方法如传统清洁、激光清洁和纳米物料对雕塑构成的影响，从而找出最合适的修护

方法。我们发现选用的表面清洁方法，其成效取决于表面污渍的性质和云石表面的状况。在

某些情况下，传统方法会较其他方式更有效和快捷地解决问题。

修复人员监察云石雕塑上的表面颜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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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量洪号灭火轮」

于户外展示的文物往往受不同环境因素（例如温度、湿度）的影响而损坏；位于香港岛东区

鲗鱼涌公园的「葛量洪号灭火轮」便是当中一个例子。纵使灭火轮于二零零六年「登岸」前

已经过全面和彻底的修复，回复了旧貌及巩固了其整体结构状况，然而由于其身处海旁，户

外环境必然加速其老化和锈蚀，船体外部和上层结构出现的问题尤其严重。因此，我们一直

与专业承办商联手合作，定期为「葛量洪号」作详细检查，并每周进行必需的修复工作，以

延续「葛量洪号」的寿命。

大澳杨侯古庙的金属牌匾

除「葛量洪号」外，我们亦开展了其他金属文物的修复工作，当中包括一块悬挂于大澳杨侯

古庙内的金属牌匾。因牌匾于清光绪年间已开始悬挂于庙内，经历了约一百四十年的岁月，

现时匾身呈现了不少损坏和变形等问题。经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牌匾的主要物料为铅锡合

金，成份比例约1:1，而匾上的文字和纹饰均残留着不同程度的金箔和颜料装饰。修复人员现

正研究一套较为彻底的修复方案，务求令修复后的牌匾能重新于庙内展示。

修复人员正在清理「葛量洪号灭火轮」的锈蚀 大澳杨侯古庙的金属牌匾现况欠佳



|  7  |  

中国外销油画

我们为三幅属香港艺术馆藏品的历史绘画进行了修复。该三幅油画为十九世纪中国外销油

画，由于年代久远，这几幅画作都出现显着老化和破损。加上旧有修复时使用了不稳定物

料，补色的部分出现大范围变色，令画作不再适合展出。修复人员遂进行了多项复杂的处理

工作，包括加固松脱的颜料层、大量清除旧有补色部分和变黄光油、平复变形部分、重新托

裱、填补缺失和重新补色等，改善油画的状况。

修复人员在清洗一幅中国外销油画上已老化变黄的光油，画
作名为《从对岸远眺广州新商馆区》，是新呱约一八四七年
的作品

王冬龄书法作品 ──《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为著名书法家王冬龄教授的作品，整套作品共有六幅，每幅均长达7米、阔达

12米。我们需要把这套罕有的大型书法作品在捐赠仪式举行前妥善地安装于香港文化中心大

堂内，以供市民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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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处理与装置

本处的中国书画修复人员及传统装裱师带领着一群义工，在限期内把画作修复及装裱完毕。

各人凭着熟练的技巧与装裱经验，准确地为每个步骤作出适切的决定，大大地减省了修复时

间。

团队在正式装裱书法作品前，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作规划准备、装置设施和预备物料等，我

们更特地订制了两张特长工作桌子。实际工作连续进行了六星期，步骤包括托背纸、干裱、

纸张处理及最后的装镶。纸张部分地方较脆弱，更有多处起了折痕，需要在托贴背纸前先行

处理。此外，我们还需在书法底部两旁加贴坚勒的绢花纸条，来保护画边及分散画件重量。

修复人员平整作品上的皱折

修复人员填补原件缺失的浆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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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花月夜》在香港文化中心的大堂装挂完成

展出

书法作品面积巨大，为展出带来重重困难。要解决有关问题，作品需装裱成挂轴形式，上下

加装天地杆，利用较轻的塑料代替一般的木棍以大大减轻巨幅画卷的重量和拉力，降低整幅

作品在展示时遭撕裂的风险。装上天地杆后，我们在7米高的工作平台上把巨幅画卷悬挂起

来。六幅作品均以坚固螺丝钉挂起，当天杆被固定在墙上后，便可以轻松地展开画卷。

通过团队的通力合作和全情投入，书法作品适时于捐赠仪式前装挂起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

堂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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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漆木雕

展品的维护亦是本处的重要职能之一。展示于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故事」展厅内茶楼入口

上方的金漆木雕装饰有饰件脱落，我们需要把三块脱落的小木雕饰件重新装嵌。由于雕饰雕

刻精细、图案变化多端，要寻找其原有位置可谓费煞思量。透过对比木雕图案、形状和残余

黏合剂的线索，最后成功找到木雕饰件的原来位置，并以合适的黏合剂把它们装回原处。我

们亦在检查时一并加固松离的部件。

「志风号」模型

「志风号」模型是香港外展训练学校捐赠予香港

历史博物馆的新藏品。「志风号」是由本地工匠

于一九八零年在将军澳建造的双桅帆船。博物馆

接收模型船时，部分绳索已经破损，而且缠结在

一起；某些部分因为黏合剂老化、失效而脱落，

更有部件散失。在仔细研究船只的制作图后，我

们重整了绳索，找回脱落部件的原来位置，清除

旧黏合剂后，把它们再次组装，并重构船尾的围

栏，回复模型的原貌。

修复人员检查木雕，并重新装嵌脱落饰件 

修复人员为「志风号」模型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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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

版画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之一。它是传统艺术的一种，以民间故事人物、神祗、花

鸟为主题的木版年画，素来都是常见的家居装饰。一幅印有神像图案的版画在送抵我们的修

复室时，已有严重皱痕和纸料缺失的问题，并有不同程度的磨损和开裂，状况极为脆弱，不

再适合提存或展示。我们为这幅版画进行修复，先把它放在硅面胶片上以放湿器平整皱痕，

在填补缺失纸料和修补撕裂处后，再平放版画于桌上，纸边压上重物以防止其在风干期间起

皱。版画修复效果理想，已存放在密封封套内，方便日后展出和研究。

修复人员填补缺失纸料（左）和平整版画（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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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基设计的舞台服饰

我们为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他 Fashion 传

奇·Eddie Lau 她 Image 百变·刘培基」展览

展出的舞台服饰进行修复。粤语流行曲天后

梅艳芳于一九九零年演唱会上穿着的孔雀羽

毛舞台服装正是展品之一。我们以超声波加

湿机释出雾化水气，把变形的孔雀羽毛塑回

原状，又在断裂的羽轴以聚丙烯酸酯黏合剂

黏上新的轴，藉以恢复羽毛的强度。此外，

我们使用酒精溶剂成功清除了苏永康于二零

一一年演唱会中所穿的舞台服装衣领上的化

妆品污渍，令立体波浪形的衣领回复它原有

的可观外貌。 

 

修复人员使用酒精溶剂成功清除（右）苏永康舞台服装（左）衣领上的化妆品
污渍（中）

修复人员以超声波加湿机把变形的孔雀羽毛塑
回原状 



|  13  |  

花轿轿帏上开裂的部分和松脱的金线（左）以针线修补妥当（右） 

花轿轿帏

我们也修复了一套花轿轿帏。轿帏的原有状况较为残破，而缝在布面的小型玻璃镜饰也需要

重点处理。修复人员仔细地整理一束束纠结成一团的金属绣线，重组成原来的纹饰，并以精

细针法稳固松脱的绣线。为了加固脆弱的丝缎，我们在开裂的部位托上染了匹配颜色的丝

料，并以针步加固。轿帏上逾150块的小型玻璃镜饰均呈现幼细的裂痕。我们先拆掉缝在轿帏

上有裂痕的镜饰，然后使用与玻璃折射率相近的紫外光固化黏合剂黏合镜面，以维持镜面的

均衡反射，最后把黏合后的镜饰重新缝回轿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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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人员处理木刻展品

支援展覽及公共藝術展品

「长青馆藏明清瓷、玉、角、竹、画珐琅」

在筹备「长青馆藏明清瓷、玉、角、竹、画珐琅」展览时，我们负责处理由本地收藏家练松

柏先生借出的270项艺术品，包括陶瓷、玉、木、竹、角、琥珀、象牙和漆制品。在接收艺术

品后，我们先检查每件艺术品的状况，再根据其物料性质、实质状况和修复需要，进行不同

程度的处理，工序涵盖表面清洁以至修复。我们亦按艺术品的形状以铜及丙烯酸制作支架，

令艺术品能更安全稳固地展出。 

长青馆藏的艺术品流传至今已数百年，每件艺术品都蕴藏着大量历史印记，我们需要进行适

切的处理，回复艺术品原有的艺术与历史特色。我们发现其中一件瓷器的底部，用颜料覆盖

着，于是推测该部分可能藏有其他的铭刻或图案，遂采用无损X-射线数码化成像技术进行分

析，可惜最后并无发现。 

另一件红色漆器展品含有朱砂，由于朱砂是一种易褪色的颜料，我们需严密监控室内光线，

控制直接光线亮度不高于90勒克司水平，并隔离展览厅内所有灯光的紫外线。我们亦对漆制

藏品实施了一套监察计划，其中包括定期以颜色分光亮度计检测展品的表面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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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 艺 ‧ 人生 ─ 李小龙」

「武 ‧ 艺 ‧ 人生 ─ 李小龙」展览的展品性质繁多，装设展品的工作更是本处一项有趣及具

挑战的任务。是项展览的展品包罗万有，例如电影道具、传统中国兵器、健身设备、历史图

片和纸本文件等，全部均与武打电影巨星李小龙相关。

其中一些较罕见的展品为李小龙的健身设备，包括手靶和为其特别制造的头型弹簧拳套。这

些设备不仅显示功夫大师在设计工具上的创新意念，亦反映李小龙勤于练武的过人毅力。工

具上留下的耗损痕迹，见证着李小龙昔日锻炼时的强劲力度。因此，我们必须好好保护这些

工具上的痕迹并加以展示。另外，部分展品的状况未如理想，与设计师商讨后，修复人员为

展品特制展架，令它们得以适切展示，在让参观人士欣赏展品之余，也恪守修复原则。

修复人员为「武 ‧ 艺 ‧ 人生 ─ 李小龙」展览装设纸本文物（左）和戏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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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系上磁力腰带（左）于人体模型的腰部，再以磁石把盔甲的下
摆装置于腰部（右） 

「国采朝章─清代宫廷服饰」 

是次与故宫博物院合办的「国采朝章─清代宫廷服饰」展览是故宫博物院在境外举办的最大

规模服饰展，展出逾130多套珍宝，包括朝服、盔甲和朝珠。我们妥善地装置了多套清宫服饰

及三套盔甲。为保护借展服饰原有扣件（例如钮扣）的完整结构，我们将珍贵的服饰穿在人

型支架后，利用磁石作固定，避免使用原有扣件。盔甲配有数件组件而且重量不菲，我们主

要以磁石固定及装配，磁石放置于盔甲背面，在表面对应位置再放置另一磁石来固定，外露

的磁石都会以相近盔甲颜色的布料包裹。 

修复人员把磁石藏于同治皇帝年幼时的吉服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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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时尚：香港长衫故事」

是次外展是「香港周2013@台北」的开幕节目之一，展出超过70件典雅别致的旗袍。正如所有

人手裁缝的长衫，每件展品的支架都是量身订制。修复人员会于标准尺寸的人体模型上添加

衬垫以符合个别长衫的形态，藉此展示出长衫的精巧针法和裁剪工艺。 

修复人员正把沈殿霞的长衫套
上特别衬垫的人体模型 

工作人员在台北的展览场地装
置邓丽君的旗袍

龙园公共艺术展品 

「紫蟾蜍」是本地大师级雕塑家文楼博士的作品，现时正摆放在环境优美的天水围龙园供公

众欣赏。修复人员在详细考虑公众安全、修复需要和艺术家的意愿后选择了最佳的安装方

法。在安装前，我们先于修复室详细测试了多种方法和物料的效果，包括使用不锈钢内部支

架和不同的密封材料。安装时，我们因应现场环境再作进一步微调，更稳固地展示雕塑。团

队又为「紫蟾蜍」制订了长期维护计划，定期监察雕塑的状态和适时执行修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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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与发展

除了恒常的修复工作，我们亦积极为文物及修复物料技术进行科学检测和研究，以扩阔修护

的领域，在专业知识上精益求精。去年，我们的研究项目包括解构婚书上用墨的成份、清代

丝织寿幛材料的研究与修护、利用工程技术保育一架大型客机及「文判官」泥塑神像的加

固。 

解构婚书用墨的成份

「三书」是中国传统婚俗仪式中的重要物品。香港历史博物馆最近搜集了两套红纸黑字的婚

书为馆藏，分别为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九年的文物。婚书封面的图案纹式以金色墨水印刷，

但部分已因年代久远而变黑。红纸部分亦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 

我们以扫描电子显微镜及X-射线能谱仪分析两套婚书上的金色墨水。结果显示虽然一九四九

年婚书和一九五九年婚书的图案与设计颇为相似，但两者所用的墨却不同：前者为彩金，后

者则采用了黄铜混合墨。 

彩金是一种黄色粉末状的颜料，呈鳞片状而且具透明感，主要原料为硫化锡，是木制品或金

属品表面烫金镀铜的物料。黄铜混合墨则是提炼含锌量低的黄铜时的副产品。 

一九四九年的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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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的婚书

修复人员深入探讨四十至五十年代的印刷业后，得悉在婚嫁文件所用的黄铜混合墨是当时由

西方新进口的物料，与彩金相比，以此颜料印刷较具成本效益。虽然使用者通常不会留意印

刷用墨的改变，但这些研究结果却成为了文物生产时代的辅证。

这些资料加深了我们对文物的认识，令我们在观赏文物之余，可以更深入了解、诠释和欣赏

博物馆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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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丝织寿幛材料的研究与修护

为更深入了解文物的材料，并制订修复处理的

方案，我们为一巨幅清乾隆五十四年（即一七

八九年）的丝织寿幛的物料进行分析。寿幛的

面积达3x4.5米。我们以液相色谱配合飞行时间

质谱分析仪分析绸缎染料，发现染料含有脂胭

红酸和紫胶色酸（天然红色染料），这类染料

大都由昆虫身上提取而成。我们亦确认了多种

用于吉祥刺绣纹饰上的珍贵物料，如传统的金

线、动物毛发和孔雀羽毛绣线，研究的结果有

助我们揭开制作文物的历史和技巧。 

研究所得的宝贵资料，对于严重受损的金属绣线和金漆丝绸的修复处理亦十分重要。我们以

铺针把松脱的金线固定，令寿幛上的刺绣纹饰可清晰地呈现。然而，针线无法稳固脆弱的金

漆丝绸，修复人员于是研究加固写有金漆文字丝绸的方法，结果以 1:2 混成的聚丙烯酸酯水

溶黏合剂 Lascaux 360:498 (1:2)最为合用。由于寿幛面积巨大，我们会进一步研究在金漆丝绸

上使用黏合剂的操作方法，并制订合适的修复方案。 

龙纹饰剌绣上的金属绣线严重受损（左），以针线固定后的龙纹饰剌
绣（右）

修复人员以液相色谱配合飞行时间质谱分析
仪分析绸缎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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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工程技术保育大型文物

结构健康监测技术经土木工程界研究发展后，已十分成熟，广泛应用在持续监控大型基建和

建筑物（例如青马大桥、广州电视塔）的结构安全。然而，这项技术于文物保育的应用仍未

普及。有见及此，我们率先将这项监测技术应用于香港科学馆内的DC-3型客机「Betsy」，在

这件对本地航空业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及装置的悬吊系统上，装上一系列震动式应力计

和电阻式应力计，组成感应器网络，持续收集相关数据，我们一旦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便会

深入检查悬吊系统，时刻确保悬吊装置维持高水平的安全系数。

自二零一一年为「Betsy」安装结构健康监测系统以来，从悬吊系统所收集的数据显示其表

现与周遭温度有着独特的关系，当温度上升时，应力读数便相应下降。在撇除这些环境因

素后，我们发现悬吊系统的结构性指标非常稳定，因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DC-3型客机

「Betsy」的悬吊系统安全，没有呈现任何老化或结构性损坏的初期征兆。这种主动式监测方

法不单大大提升展示大型展品的安全情况，对过往每半年全面更换悬吊装置的做法而言，更

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节省开支的替代方案。

我们将这项研究数据和成果在「国际博物馆协会2013年度金属文物修复会议」上发表，论文

名为「安全与否？以主动方式保育香港科学馆内展示的飞机文物」。是次会议于二零一三年

九月十六至二十日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举行，与会期间，金属文物修复主任积极与其他海外

专家进行讨论和交流心得，一同分享研究成果。

DC-3型客机「Betsy」的悬吊系统图解 在香港科学馆内以飞航状态展示的DC-3型客机
「Bet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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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判官」泥塑神像
 

「文判官」是洪圣爷的护法之一，这个神像自三百年前奉祀于香港元朗的二圣宫内，是一座

素胎泥塑像。泥塑像饱受虫蛀，结构严重朽坏，千疮百孔。泥塑像在运抵修复室时，泥体已

出现松散和「脱水」情况。经过详细检查后，修复人员发现由于神像多年来身处恶劣的环

境，导致泥中水分过量流失。为拯救状况极度恶劣的神像，修复人员设计了一套二元加固方

案，为泥体结构补充水份。

使用硅酸乙酯修复泥质物料已在多个案例取得成功。然而，由于泥体过份脱水，所以直接使

用硅酸乙酯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是，在采取一般的硅酸乙酯加固处理前，修复人员先以油画

修复中常用的物料聚(2-乙基-2-恶唑啉)作为前加固剂，并在泥塑像上发挥「输水」的作用。

为找出最合适的溶剂混合比例，我们以2%浓度的聚(2-

乙基-2-恶唑啉)，加入以不同比率的水和有机混合溶

剂中，然后在泥土样本上进行了连串加固实验，发现

3:1（丙酮：水）的比例为最佳选择。这套二元加固法

应用于泥塑像的下身内部，最后成功解决泥体松散的

问题。完成修复处理后，神像已送返二圣宫继续受供

奉。

我们将这个方法和应用编撰成论文《修复泥塑像的二元加固法》，文章获国际文物修护学会

接纳，于二零一四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文物修护学会会议上发表。

修复人员在泥土样本上进行加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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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育与推广

为了让公众更深入认识文物修复，本处举办了多场不同规模与形式的教育推广活动，包括专

题修复工作坊和修复工作室幕后游等。这些活动鼓励公众投入参与，让参加者能亲身体验修

复人员的工作，有助他们了解文物修复箇中的乐趣和知识。

为秉承本处的培育专才精神，我们于本年度共接待了五位研习生，研习期由四星期至五个月

不等。他们跟随本处的专业修复人员进行书画、纸本、纺织物的修护，装置展品和研究工

作，取得了宝贵的修复经验，为他们将来加入文博修护事业打好稳健的基础。

学校文化日计划

本年度我们为「学校文化日计划」举行了以油画、木制文物和纺织品修复为题的工作坊及修

复工作室幕后游。学生透过形形色色的活动体验修复工作的乐趣和挑战，同时了解文物修复

的重要性。去年，共有逾200位来自9间中学的师生参与这些活动。 

学生参加文物修复工作坊，学习蜡染和相关的染色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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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国际博物馆日专题工作坊

为鼓励公众人士认识文物修复，我们

在「2013国际博物馆日」举办了四场以 

「文物＋科学＝文物修复」为题的工作

坊，介绍如何把科学知识应用在文物修

复及保存工作上。共144名参加者在我

们的指导下制作了石膏模型，并贴上金

箔，寓学习于实践。在活动过程中，参

加者更能与修复人员深入对话，从而

对我们工作和所遇到的挑战有更深的认

识。 

参加者在「2013国际博物馆日」的工作坊上学习
贴金箔技巧 

修复研习生

Irene Dominguez Jimenez是英国诺桑比亚大

学艺术修复硕士毕业生，在二零一三年五

月至九月期间于本处进行研习，参与了油

画的修复及研究工作。

Irene Dominguez Jimenez在油画上加固起翘的颜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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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van der Zalm为英国牛津大学的化学

本科生，对油画与壁画修复最感兴趣。

她在二零一三年八月暑假时到本处研习

了四星期，体验文物修复人员的工作及

探知如何融合科学、艺术和历史知识，

来进行文物修复。 

Eugenie Renaudeau在清洗纸本文物 Eugenie Renaudeau以显微镜检查木刻版画

Anna van der Zalm为油画画架润饰

Eugenie Renaudeau 在本处完成了三个月的研习。她在巴黎肯第高等艺术学院修读纸本文物修

复，毕业在即。由于Eugenie具备修复纸本文物的专业知识，她在本处研习期间不仅参与修复

纸本文物的工作，亦为专题展览「草间天地—赵少昂草虫小品」和「香江琴缘」的展品装

裱，而且为纸本文物进行了简单的科学分析。她很享受研习的日子，并表示这是她首次处理

东方文物，实为学习中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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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y Chan 在重建一个出土的瓷罐文物

Joey Chan在澳洲悉尼大学修读博物馆学，也

在博物馆任职馆长，应课程要求，到本处参

与研习生计划。修复彩绘织物和重建瓷罐的

经验给她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次实习加

深了她对文物修复的认识，对她的工作很有

帮助。 

Kimberly Kwan来自伦敦艺术大学，在本处研习三星期。她对书籍修复特别感兴趣，很高兴能

参与粤剧剧本的修复工作和装裱「影藏岁月─香港旧照片展」的照片和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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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区参与及合作伙伴

本处继续透过「文物修复义工计划」加强公众参与，藉以将文物修复的理念带进我们的生活

中。除了让社区更认识文物修复外，我们还与香港机场管理局合作，在香港国际机场内举行

展览，把香港的文化传承推广至更广阔的观众层面。年内，本处举办了粤港澳博物馆专业论

坛，以加强大珠江三角地区的文化交流。

文物修复义工计划

我们藉着「文物修复义工计划」，加强社区人士参与修护珍贵的历史文物，并向社区推广文

物修复的知识。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我们的义工计划共有104位义工参与，他们共投放了

5,270小时，为本处的修复工作和活动服务，是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数字，更获社会福利署义工

运动颁发「义务工作嘉许状(团体)－金状」。

我们非常感激这群全力投入的义工，为表示谢意，本处于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一日在香港大会

堂举行了「2014年义务修复工作简报会暨颁奖典礼」，本处前总监向29位义工颁发感谢状和

纪念章，感谢他们的杰出贡献与服务。

义工正练习钉装传统的线装书义工协助润饰达德公所的檐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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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展示

继过往专题展览取得的成功，本处再次与香港机场管理局携手合作，由二零一三年十一月起

于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三十一号登机闸口附近呈献「童玩拾趣」展览，为「香

港掠影」系列的另一重点项目。  

游客欣赏「童玩拾趣」展览

二零一三年得奖者与文物修复办事处前总监（左一）

颁奖典礼结束后，我们随即介绍在二零一四年的重要活动，以招募来年的义工新力军。由于

香港大会堂是「国际文物修护学会2014香港会议」的举办场地，本处在简报会完结后特意带

领参加者参观了场地和进行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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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博物馆专业论坛

为加强粤港澳三地文博人员之间的专业交

流，本处以「博物馆与群众」为主题，于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假香港历史博物

馆举行了第一届粤港澳博物馆专业论坛。

大会邀请了三地15家博物馆的15位馆长和

博物馆专业人员演讲，分享有关筹办展览

的策略、多元教育推广活动和博物馆品牌

与形象建立的经验和见解。逾130名与会

者均表示论坛的讨论不但富有启发性，更

有助提升他们的专业精神和博物馆的服务

水平。 

逾130位来自广东省、香港和澳门的博物馆同业出
席第一届博物馆专业论坛

讲者就博物馆的发展发表意见

因为玩具能勾起美好的童年回忆，所以这个展览以「童玩拾趣」为题，展示不同年代的玩

具，从而反映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展现出不同年代的人们爱好、想象力与创造

力。不论是怀旧的铁皮汽车、朴实的塑料玩偶或是先进的电子玩具，这些旧物都各具魅力，

为人们带来欢乐。

展品精选自本地博物馆藏品，超过20套，包括陆上交通工具、飞机、机械人和洋娃娃，每年

共吸引逾300,000人次参观。「童玩拾趣」不仅让参观者与乘客回味童年时的趣事，也牵起他

们对上世纪香港制造业黄金时代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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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际文物修护学会2014香港会议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对本处而言可谓任重道远，除了日常工作，修复团队还需为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文物修护学会2014香港会议」进行筹备工作。这

是学会第二十五届双年会议，亦是我们与国际文物修护学会1的首度合作。

在文物修复办事处前总监的带领下，筹备委员会承接着多月以来完成的前期规划工作，于年

内全力进行各项日益繁重和密集的会议准备工作，包括与场地经理、合作伙伴、与会者和参

展商协商；制订财政预算、应急措施，以及与学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在众多准备工作中，

为期一整年的会议论文集编译工作可算是重中之重，并最具挑战性。论文集收录了97篇经过

严格评选、围绕「源远流长:东亚艺术文物与文化遗产的修护」为主题的论文和海报文稿，是

整个学术会议的主轴，它不仅是本处首本以双语出版的文物修复刊物，也是香港主办是次国

际盛会的印记。虽然严谨的编辑与翻译过程大大增加了制作论文集的难度，但我们深信这将

会成为文物修复界的重要学术文献，也是把修复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广泛传播给国内同业

的载体。

由于这是国际文物修护学会首次在东南亚地区举办会议，对中国等新兴国家而言较为陌生，

我们要透过宣传和推广来提升会议的知名度，吸引本地和世界各地同业的兴趣，当中不少海

外参加者更远道来港赴会。为此，我们革新了会议的主题网站，加入更详尽的活动内容及有

关香港的旅游信息，并为网站换上深紫主色的全新品牌形象，而所有宣传资料、会议纪念品

和出版刊物封面均采用同一设计。此外，会议在二零一四年初开始接受网上报名，标志着筹

备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报名系统启用后，不但引起热烈反应，而且为会议增添极大的动

力。

1   国际文物修护学会于1950年在伦敦成立，自1960年代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大型专题会议。这个享誉国际的修护组织由世界各
地文保专业人士及机构成员组成，为业界提供沟通平台，并透过会议、刊物、奖项和与其他博物馆及机构组织的合作，致力
提升保育文化遗产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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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新任务难免遇上一定困难。在筹备会议期间，我们尽力克服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例

如物色实时传译员传译论文发表时的专科学术词汇；寻求赞助商资助参加者出席会议和不同

的参观活动及酒会；组织一场由国际学者主持，以「文物保存与环境」为题的研讨会；还有

在会场安装无线上网和安排餐饮以解决场地配套设施不足的问题等等。为使香港会议能够圆

满举行，筹委会迎难而上，同时亦有赖我们的义工、国际文物修护学会、康文署同事和支持

机构的鼎力协助，令是次会议得以成功。筹委会希望藉此宝贵机会，透过香港会议促进专业

交流，同时让更多海外及业外人士认识香港多姿多采的文化和保育成就。

主题网站发布最新会议信息

本处前总监在简报会上向义工介绍香港会议
的筹备工作

二零一三年国际文物修护学会与康文署签订
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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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康文署内的其他修复团队   

香港中央图书馆书籍修复组

香港中央图书馆书籍修复组致力

保存及维护图书馆的特藏，其中

包括由香港学海书楼借存在香港

中央图书馆之学海书楼特藏。这

特藏中有一套共十册的珍贵线装

本古籍《文献通考》，因曾存放

在不理想的环境而出现不同程度

的破损，如严重虫蛀、变色、水

渍、霉菌、纸张脆化等。大部分

书页因虫蛀满布孔洞，变得支离

破碎，并互相黏附着，我们难以

翻开书页或提取古籍，故需要修

复以恢复其原貌及功能，让读者

可以继续阅读。

在修复过程中，修复人员首先在严重破损的书页表面暂时贴上轻薄的纤维纸，把散碎部分固

定在正确位置，再把薄宣纸染成特定色调，来托背加强书页结构，接着把刚托好薄宣纸的书

页沿四边贴在木板上待干，同时藉此将书页拉平。至于变色严重的书页，会先平放在裱台上

以清水洗净，然后再进行托背修复。最后，修复人员把所有修复好的书页重新钉装成书册，

放入无酸的书套内妥善保存。

虫蛀令书页严重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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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人员在书页表面贴上薄纤维纸，提供临时
加固

修复人员在书页背面托上薄宣纸

香港电影资料馆修复组

香港电影资料馆修复组除了保存及修复馆藏的电影外，也负责处理电影相关资料，包括海报

和剧照等。 

在过去一年，修复组一直努力修复《西厢记》

(一九二七)这部电影。这部历史瑰宝是侯曜导

演的默片杰作，数十年来一直被认为已散佚

于大中华地区，而收藏于香港电影资料馆的

拷贝，很可能是区内的孤本。然而，这套拷贝

却是「法语」版本：片中的字卡以法语显示。

字卡是默片在画面上显示的字幕卡，上面写有

场景的描述或部分对白。为重现原有的中文版

面貌，我们参考了侯曜导演的其他作品内字卡

的设计和字体，把法语字卡换上中文字卡。此

外，我们记录了拷贝的规格、性质及状况等详细资料，亦在修复报告中逐一记下我们所做过

的修复及字卡再做工作，最后我们制作了一段有关影片背景和修复详情的文字简介在电影放

映前播放。修复后的电影，已于二零一四年二月公开放映。

修复人员检查原片菲林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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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 工作坊 讲座

出席人次

活动节数

活动节数
出席人次

其他 (2) 2
陶瓷及无机类文物 (12) 12
书画 (22) 22
有机类文物 (37) 37
出土文物 (79) 79
金属品(88) 88
纺织物(108) 108
相片及印刷品 (177) 177
档案及缮本(358) 358
Total 883

其他 (2)

陶瓷及无机类文物 (12)

书画 (22)
有机类文物 (37)出土文物 (79)金属品(88)

纺织物(108)

相片及印刷品 (177)

档案及缮本(358)

第八章

工作成绩摘要及组织架构图  

工作表现摘要

文物修复办事处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合共修复了883件博物馆藏品，按照藏品物料性质区分

为八大类，涵盖各类型平面文物（相片及印刷品等）及立体文物（陶瓷及无机物料等）。

为提升公众的文物保育意识，我们在去年举办了34场教育推广活动，包括文物修复室参观、

工作坊和讲座，共接待了1,027名参加人士。

教育推广活动

已修復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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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图

出土文物

梁崇天
先生

行政

李栢琪
女士

书画

廖慧沁
女士

相片及
印刷品

邓汶慧
女士

纺织物及
标本

张婉娟
女士

档案及
缮本

钟达志
先生

有机类
文物

黎业佳
先生

金属品

谢志远
先生

文物修复办事处总监
陈承纬先生

平面文物组别
杨苏女士

立体文物组别
曾芝皓女士

陶瓷及
无机类物料

黎永辉
先生



地址：荃湾新领域广场806室
电话：(852) 2734 2106 / 2724 9059  传真：(852) 2301 3610

电子邮箱：conservation@lcsd.gov.hk
网站：www.lcsd.gov.hk/conservation

文物修复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