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馆“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坚持“引进

来”、“走出去”、“动手做”相结合的教

学实践 

 

2020 年，北京服装学院在原有“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硕士”专业

学位授权点基础上，新增“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新

专业依托民族服饰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平台，开设《博物馆学概论》、

《纺织品文物修复保护概论》、《中国传统色彩研究》、《中国民族

服饰工艺研究》、《中国民族服装装饰研究》、《中国古代织物研究》

等特色专业课程，并加大《纺织品文物修复实践》、《传统工艺研究

实践》等课程实践环节。 

为了促进学生实际掌握文物与博物馆学、纺织考古学、文物保护

学等相关专业知识，在专业基础课程之上，我馆坚持“引进来”和“走

出去”、“动手做”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如邀请国内专家学者为学生

开设文博专题讲座、带领学生参与文博类相关论坛及研讨会、师生共

赴知名文博机构进行实地考察、加强动手实操环节等，在实践活动中

构建对 “实验考古学”的认识、 增进对“博物馆学”的学习，以此



更好的掌握本专业的学术前沿及学科最新发展趋势，进一步加深了对

本专业的学习兴趣。 

 

“引进来” 

（一） 

 

 

 

2020 年 10 月 15 日，我馆邀请文物保护专家、中国文物保护基

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詹长法老师，于民族服饰

博物馆为学生们展开一场以《文物修复理论与保护史》为主题的讲座。

讲座中詹长法老师提到，继承和发扬传统修复决定着遗产保护发展的

大趋势。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哪个国家的文保技术不是建



立在传统修复基础之上的。如何发扬本土优势，保护传统和发扬传统

手工艺技术，是中国目前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传统修复本身

是一种无形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像保护文物一样重视并使之传扬下去。 

通过詹长法老师的此次讲座，同学们深刻学习到今后的学习中要

开展我国传统的修复保护理念与西方理念的对比研究。形成符合我国

国情的保护与修复理念，是文物保护科技国际交流的基础，是互相学

习和借鉴的依据，也是我们做好遗产保护和修复的起点。 

 

（二） 

2020 年 10 月 27 日，我馆邀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保管部

的中级馆员赵芮禾老师为学生讲述《从考古出土看服饰文化》及《大

葆台汉墓出土纺织品》主题讲座。 

 



 

 

服饰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数工匠用

自己的双手与智慧创造出来绚烂的丝织文化。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不仅

可以通过悠久的丝绸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可以通过一点一

滴的实践活动去树立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 

 



 

 

透过考古出土中显露出来的服饰文化，学生们了解到中国自古就

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民族以外，各少数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也

发展出了具有本民族习俗风俗的传统服饰文化，这些都是我们服饰文

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学们对赵芮禾老师特别指出的“如今在宣

传弘扬汉服文化的同时也不可一叶障目，包容的文化才是自信的文化”

受益良多。 

 

（三） 

2020 年 11 月 19 日，我馆邀请首都博物馆展陈设计部主任、陈

列艺术与创意开发部首席设计师李丹丹老师于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



饰博物馆多功能厅主讲《博物馆中的展陈设计实践——以首都博物馆

展览为例》专题讲座。 

 

 

 

讲座以《锦绣中华》、《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

《高棉的微笑》、《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四个展陈案

例出发，具体阐述了“什么是展陈设计”、“什么是好的展陈”、“展

陈的共性与个性”、“设计师的定位、职责与能力”、 “展览为什么

重要”，以及“展陈中的细节”等问题。 

 



 

 

讲座期间，同学们积极与老师就博物馆学的知识进行讨论，这场

讲座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并加深了同学们对展陈设计的理解。散会后，

李丹丹老师也向我馆同学的未来表示了期许，对同学们做出了一起进

入首博工作的热情邀请。在场同学通过这次的讲座对博物馆中的展陈

设计也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此次讲座也激发了大家对博物馆工作的

向往。 

 

（四） 

2020 年 12月 17日，我馆邀请到西安美术学院史论教授彭德老

师为我馆师生讲述了一场《中国古代服装用色原理》主题讲座。 

 



 

 

本场讲座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用色原理，阐释了中华五色体系

系统涉及的五色与五行、五色与五数、五色与五方、五色与五

时、五色与国色以及五色生克制化、五色寓意等，向同学们揭示

了亘古不变的色彩理论框架和特征，内容翔实全面。 

 



 

 

通过这场讲座，同学们对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的五色系

统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五色系统是中国文明的外表。五色系统不

仅表明我们祖先对色彩的认识，而且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华五

色在传统哲学思想、审美意识、制度习惯的影响下形成的象征寓

意，成为特定思想情感的具体表象。整场讲座下来，我馆师生这些

传统用色理念重新进行了审视，启迪了大家对现代艺术的思维发

展。 

 

 

“走出去” 

（一） 



2020 年 11 月 2 日，我馆老师带领学生赴山东博物馆参观由山

东博物馆和孔子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衣冠大成——明代服饰

文化展”。展览由“垂衣天下治”、“华锦庆嘉时”、“香霭

入长裾”三个单元构成，分别展示了明代官员服饰、嘉礼服饰

和日常起居服饰。  

 

 



 

 



对于我馆师生来说，这是一场明代服饰的盛宴。通过近距离

参观这场展览，学生们从礼仪文化、织绣技术、服饰多样化发

展等角度了解到明代服饰的风采与魅力、体会到明朝服饰的端

庄仪态与宏美气度，以及传统服饰文化在当下的活化与应用。 

 

 

 

除此之外，我馆学生也学习到了这场精美展览背后的展陈设计。

“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的展陈服务观众，调动了多

感官认知，促使古服与今人零距离接触。在三个单元中，展厅



配合了相关主题的光影、肌理与材质，使学生可以感受到脱离

语境的古代服饰再次回归到官场、礼仪、日常三个历史语境中，

并得以解读。  

 

 
我馆师生在“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前合影留念  

 

通过展览，这些凝聚着几千年延绵不断中华文明的服饰，

将衣冠载道、尊孔崇儒、彰显礼乐的文化内涵传达给学生们，

并启迪了我馆师生回望历史、树立文化自信，立足当下，继承

优秀基因。  

 

（二） 

2020年11月26日，由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第十八届全国文物修复技术研讨会”，在中国农业博物馆隆重举行。



民族服饰博物馆及来自全国各地文博系统和企业代表200多人参加

了此次会议。 

 

 

 

相关议题包括京派青铜器修复百年传承、故宫科技部（文物医院）

科技与传统技艺的融合、国内文物保护教学现状概况、文物保护中的

数字化复原、古陶瓷修复发展现状、近年来颐和园文物修复工作、全

国书画装裱修复工作室掠影、古代壁画揭取工艺优化研究、文物保护

修复基本方法相关问题的讨论、艺术作品的修复介绍、对一线修复人

才快速培养模式、可移动文物修复中的工业遗产保护等。内容丰富详

实，专业理论含金量高。 

 



 

 

通过参加此次研讨会，我们了解到，文物保护修复事业已取得很

大成就，但发展前景仍十分广阔，在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

会和全国各地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的努力下，文物保护修复事业必将

不断繁荣发展。 

 



 

 

会议上各位专家学者对未来中国文物修复事业充满激情与希望，

我馆也将努力肩负起继承和发展文物修复事业的使命，一起深入探索

符合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物修复体系。 

 

 
“第十八届全国文物修复技术研讨会”与会人员合影 

 



 
我馆文博专业学生张瑞与周宝中先生合影留念 

 

（三） 

2020年12月2日，在我馆贾汀老师的带领下，我馆师生共赴故宫

文物医院进行交流学习。 



 

 

“故宫文物医院”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文物“诊疗”设备，并

按照使用功能分为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室、文物

保护修复辅助业务三大部分，汇集有200余名文物保护专家。 

进入故宫文物医院，我馆师生先后在织绣文物修复室、古钟表

修复室、古书画装裱修复室、有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与各位专家老

师进行深入交流。 

 



 
陈杨科长为学生讲解织绣文物主题讲座 

 

织绣文物修复室内，通过陈杨科长的现场讲座以及对织绣文物

的近距离观察，学生们进一步加深了对纺织品文物修复的认识。要

想精美的织绣文物在历经百年后还能延年益寿、破损的织绣文物重



焕新颜，需要文物医生以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给文物诊病

疗伤，以现代文物修复理念来尽可能的延续文物的寿命、去除文物

的病害，使文物恢复整体统一的状态，以“健康”的面貌展现在观

者面前。 

 

 

我馆学生在崔筝老师的指导下近距离观察织绣文物 

 

走进古钟表修复室，在故宫博物院钟表保护修复专家王津老师

细致耐心的讲解下，同学们得以一睹古钟表的精彩。钟表的修复技

艺是唯一在故宫里一直绵延下来、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故

宫钟表修复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了当时人们对钟表机械的想法、

工匠的想象力，整个加起来折射出民族工艺的灵活性。 

 



 

我馆师生与王津老师合影留念 

 

在书画装裱修复室内，同学们近距离观察了书画装裱的操作环

境，并通过故宫文保科技部书画修复专家杨泽华老师讲述的书画装

裱修复过程及修复心得，领略到中国古书画修复技艺精巧绝妙之

处。 

 



 

我馆师生与杨泽华老师合影留念 

 

走进有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有机质文物检测分析保护专家王

允丽老师向同学们介绍到她们修每一件文物之前，都会做各种检

测，使用各种材料做各种实验，通过科学论证后，才开始应用于文

物的修护。做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修文物。通过交流，学生们了解

到，要使得文物重焕往昔容颜，要进行文物保护机理性研究、文物

自身理化性能研究、科学的修护材料及方法研究等。在交流中，学

生们再次加深了对文物修复的认识。 

 



 

我馆文博专业学生张瑞与王允丽老师合影留念 

 

通过此次的参观学习，同学们深刻理解了这里之所以命名为“文

物医院”，是因为文物修复是一个科学而专业的过程，像患者到医院

看病一样，需要有传统技术的工匠作出经验性的判断，通过一系列技

术手段让文物获得新生。通过与各位专家老师的近距离交流，学生们

也切身理解到文物所承载的大量的历史信息。老师们身上的“匠人

精神”也激励着同学们对文物修复技艺学习的坚定。 

 

 

“动手做” 

 



在文物保护修复过程中，需要动手能力较强的专业技术人才。遇

到工艺复杂的文物之前，往往要去研究它的制作工艺，甚至采用实验

考古学的方法将蕴含在文物中的工艺在修复之前模拟一遍，以避免对

文物进行二次伤害。因此，通过体验不同的工艺流程，加强“动手做”，

才能更好的为学生将来的纺织品文物修复打下基础。 

 

 



 

 

本学期，我馆组织学生们先后进行了扎染、印染、盘扣，以及馆

藏服饰的数据测量等动手活动。同时，组织学生参与到馆内展览的布

展、馆藏品的点库等实践环节，在实际行动中促进学生对“博物馆学”

以及文物保护修复概念的学习。 

 



 

 

作为一种“手底生出的花朵”，扎染和印染作品晕色丰富、变化

自然、趣味无穷。简单、原始的蓝白两色，创造出一个淳朴自然、千

变万化、绚丽多姿的蓝白艺术世界。扎染和印染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

的缩影，独特的艺术效果是机械印染工艺难以达到的。它能折射出人

民的民情风俗与审美情趣，与各种工艺手段一起构成富有魅力的织染

文化。 

 



 
学生扎染作品 

 

学生印染作品 

 



盘扣，也称为盘纽，是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用来固

定衣襟或装饰。盘扣源于古老的中国绳结，绳结里面寄托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盘扣虽小，其工艺却极其繁复。一枚手工盘

扣要经过开料、刮浆、风干、拔浆、开条、烫条、盘扎、塞芯、

封烫、修复、装裱等二十多道工序，在一针一线的穿引中，古典

与艺术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学生盘扣作品  

 

通过扎染、印染、盘扣这些实践活动，学生们感受到来

自岁月深处的温暖，并且在操作过程中学习到完成作品

的每道工序都需要细腻的用心和耐心，这些过程中汲取到的感悟



对于日后同学们的学习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我们相信，在我

们后辈的努力之下，这些传统技艺会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它

们所蕴含的精湛工艺会得到持续的传承，传统艺术会在时

尚中得以复兴和发展。  

 

 

 

我国文物宝藏极为丰富,有很多是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品，且由于

纺织品属于有机质文物，很难保存和清理，因此更要经过科学的修复

与保护才能得到应有的价值。中国文物保护需要文保修复“临床”专

科人才，纺织品修复更是如此，文保修复“临床”专科人才应根据现

有的相关成果掌握了解文物的材料特性及工艺、文物的病害及产生的

原因、根据文物宏观病害确定保护对象需要做哪些分析，并能够解读



分析结果、熟练掌握常见文物保护修复材料的性能、了解常见的文物

保护修复理念，以及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等。作为北京服装学院民族

服饰博物馆首批“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学生，通过我馆以上种种

教学实践，日后也将在掌握传统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努力学习文物修

复技术，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学科研究，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尽一

份自己的力量。 


	对于我馆师生来说，这是一场明代服饰的盛宴。通过近距离参观这场展览，学生们从礼仪文化、织绣技术、服饰多样化发展等角度了解到明代服饰的风采与魅力、体会到明朝服饰的端庄仪态与宏美气度，以及传统服饰文化在当下的活化与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