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名人故居的保护与人文资源的利用和发展

论原状陈列文物的保护

——以上海孙中山故居为例

王路

摘要：原状陈列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博物馆陈列形式，主要用于名人

故居、史迹类博物馆等。原状陈列中的文物因种类质地复杂，环境条件

相对较差，设备安装受限制等难点，展出的中文物保护与管理有别于一

般展厅陈列。本文从温湿度、光照、灰尘、微生物、有害昆虫、防汛防

台、人为因素等多个方面，以上海孙中山故居为例，对原状陈列中文物

的保护的难点及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有效的保护陈列文物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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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状陈列是按文物、标本的群体或文化遗迹现存的原状布置的一

种比较特殊的博物馆陈列形式。它是名人故居、宫殿古迹等史迹类博物

馆较多使用的陈列方式之一，主要目的就是尊重历史史实、再现历史原

貌。原状陈列真实、朴素，富于空间感，有较强的感染力。

由于原状陈列是一种偏重于保持历史原状的陈列方式，因此展示中

文物的保护与管理等，有别于一般博物馆展厅、展柜内的文物陈列。原

状陈列中的文物一般种类较多、质地各不相同，很难像展柜内的文物单

独控制保存环境或分类展出；而其陈列环境往往是依托与原有的建筑或

者遗址，有些甚至展示环境本身就是不可移动文物，因此展示环境相对

密闭性较差、且设备安装和使用受到较多的限制，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

的影响而难以保持稳定，抗干扰能力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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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在的上海孙中山故居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状陈列。故居本

体为一座建于19世纪初的砖木结构法式花园洋房，内部陈设按照20世纪

50年代宋庆龄的回忆，恢复并维持当年孙中山先生居住时的原貌。在约

2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中，陈列着孙中山先生使用过的家具、日常用品、

看过的书籍、亲友馈赠的艺术品等300余件文物及展品，其种类、质地都

各不相同，包含纸、丝绸、木、石膏、陶瓷器、金属器、漆器等不同的

材质。

为了能更好的保护原状陈列中的文物，笔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文

献，发现关于展厅中陈列文物保护的相关研究成果非常多，而专门针对

原状陈列这种较特殊陈列方式的文物保护相关文献却极为少见。因此，

笔者拟从温湿度、光照、灰尘、微生物、有害昆虫、防汛防台、人为因

素等多个方面，以上海孙中山故居为例，对原状陈列中文物的保护的难

点及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有效的保护陈列文物进行探讨。

一、温湿度

在文物保存环境的诸因素中，最基本的、经常起作用的是环境的温

度和湿度。它们是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一切物理、化学、生物作用的两个

最基本的条件。不同质地的文物，所能适应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也各不相

同。而陈列中不可能像库房文物一样按照不同的材质分库保存，那么必

须寻找一个折中的温湿度标准，尽可能的照顾到各类物品的共同特点。

在国内外博物馆界长期研究实践中，基本达成共识的博物馆内环境气候

标准是温度为15℃至25℃，相对湿度为45%至65%。在此数值范围内缓慢

的波动，对保存和保护文物是相对适宜的。此外，展厅内的气候变动不

能过骤，一般认为，气温日较差不得高于2℃至5℃，相对湿度日波动值

不得大于2%至5%。［1］

温湿度的控制一般需要借助设备，大型新建博物馆大多安装有空调

系统和温湿度调控系统，能从整体环境上控制文物所需的温湿度条件。

［1］任锐：《陈列中文物科学的保护》，《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六辑，2006年，
第623—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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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一些博物馆，如香港历史博物馆，更是把文物所处的环境与观

众所处的环境分别加以控制。这样在两个独立控制的环境中，既让观众

感到舒适，同时也保证了文物存放和陈列的安全温湿度指标。

对于硬件条件较好的展厅，保持温湿度的相对稳定并不是特别困

难，而原状陈列中温湿度的管理，则要困难得多。以上海孙中山故居

（下文简称“故居”）中孙中山生活场景的原状陈列为例，其展示环境

的温湿度变化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由于作为展示空间

的故居本身是老建筑，其容积较小、密闭性较差，特别容易受到周围自

然环境温湿度变化的影响。其次，由于其原状陈列位于故居内部，游客

必须进入里面进行参观。而游客本身也是热源，人数越多，室内温度越

高（人均100W左右）。此外，游客呼吸中所携带的水汽，也会一定程度

上破坏室内的湿度平衡。也许从单个游客来看，影响微乎其微，但随着

近年博物馆热的兴起，客流的屡创新高，对于故居这样一个相对狭小的

空间，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另外，游客的频繁进出必定会使故居内部空

气与周围空气发生交换增加，这又会进一步加重了周围环境对于故居内

部的影响。第三，由于故居本身是不可移动文物又是原状陈列的载体，

对内外部的任何改变会受到严格控制。因此，很难通过中央空调等大型

温湿度调控设备来维持内部的温湿度。最后，由于故居本身是砖木结构

的房屋，为了防火安全的考虑，夜晚关闭之后，整栋建筑完全断电，内

部所有的辅助设备都将处于关闭状态，这就给温湿度调控带来了更大的

困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馆采用展示空间大环境控制与文物所在小环境

控制相结合的办法加以控制，尽量使故居内的原状陈列维持在一个相对

稳定的环境中。首先，从整体温湿度的控制上，为了解决建筑本身密闭性

的问题，我们会在每十年一次的整体修缮期间，对故居原有门窗进行修补

和调整，尽量在不改变原状的前提下，提高其密闭性。其次，为了尽可能的

避免游客进出带来的空气交换的影响，将原来由故居正门进出改为从厨房

边门进出，一方面，单门进出可以有效避免两边进出带来的空气流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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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厨房作为入口，可以依靠房屋本身结构在入口处形成一个S型的通道

（上海的很多地铁站和商场入口也采取的是类似的方式），使外部空气无

法直接进入内部，而减少外部环境对内部的影响。最后，在不影响原状陈

列布局的前提下，在故居每个房间隐蔽处，安装了同时可以调节温湿度的

小型精密空调柜机，通过设备辅助调控，在气温过高过低、连日降雨相对

湿度极高时候开启，一定程度上减轻环境温湿度对室内的影响。此外，为

了避免由于夜间断电，设备关闭而导致故居温湿度发生骤然升降，观众结

束参观后，工作人员会将所有的内部门窗关闭，使其变成一个一个独立的

小空间，减少空气交换，以使白天调控的效果尽可能的延续到第二天早晨，

并减缓内部温湿度变化的速度。这样处理后，白天空调开机前再对温湿度

进行检测，基本上能控制在理想的范围之内。

除了对原状陈列整个大环境的控制，我们对于故居陈列的大部分小

型文物，制作了透明的有机玻璃遮罩，尽可能在不影响原来摆放位置的

情况下，使每个文物处于一个相对密闭的小空间之内，从而进一步缓冲

环境中温湿度变化对文物所在小环境的影响。另外，对温湿度反应比较

敏感的字画、木器等纤维质地的文物，以及部分金属文物我们还做了一

些个别的技术处理。比如陈列在故居二楼内阳台的一座印尼木雕，工作

人员会在冬季干燥的时候在透明遮罩内放置装有纯净水的小瓶，以此来

提高小环境中的湿度，防止木雕因空气过于干燥而开裂。

此外，为了能够及时掌握故居内各个房间温湿度情况，确保文

物安全，我们在所有展示空间内都安置了有记录功能的温湿度仪（德

图TESTO-623，温度量程：-10~+60℃，精度±0.4℃；湿度量程：

0~+100%RH，精度：±2%RH）。该记录仪可以每五分钟记录一次实时

的温湿度情况，还能以数字和柱状图的形式直观地反映出3个月内不同时

段内温湿度变化数据。工作人员每天早晚交班的时候都会查看和记录每

天的温湿度具体数值和变化情况。而在梅雨季节等特殊天气现象期间，

连续的阴雨会使周围的环境湿度长期维持在90%以上，为了时刻关注展室

内的温湿度变化情况，这期间的检查频率是每小时一次，以便及时了解

室内的温湿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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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一些对温湿度特别敏感的文物，如墙上悬挂的书画、照片、

丝织品等，制作了一部分高度仿真的复制品，将原件替换下来放置到条

件较好的库房内进行保存。这不失为保护珍贵文物的一种方式，实践中

也不会对观众参观的体验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光照

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大部分文物对光线的照射都较为敏感的。

光按波长性质不同，主要可分为红外光、可见光、紫外光等。不同波长

的光具有不同的能量，波长越短能量越大。红外光波长较长，照射时有

热效应，会促使文物表面温度上升，水分蒸发，使文物由于脱水产生翘

曲和龟裂。而紫外光波长较短，所携带的能量也较大，主要起着光化和

光解作用，能使丝绸、棉麻、纸张、漆器等有机类文物褪色、变黄、发

脆、强度下降等。

博物馆的陈列采光照明主要有自然光、人工光。而其中人工光在陈

列中的运用，被普遍认为是完全可以控制的理想采光方式。因此，大部

分博物馆在陈列中使用的都是人工光。而自然光（阳光）中不但有红外

线、还含大量的紫外线，长期直接照射，会对文物造成严重的危害。

而原状陈列的情况则有许多不同，比如故居维持着孙中山先生在世

时候的样子，如果将所有窗户封闭，隔绝自然光的进入，室内的光线就

会出现很大的改变，严重影响观众的参观体验。因此，故居现在还是使

用自然光作为主要照明，辅以一定的人工光作为补充。为了避免自然光

中紫外线长期照射对故居内陈列文物的影响，我们在所有门窗的玻璃上

粘贴了透明的紫外线过滤薄膜，在几乎不影响可见光通过的情况下，可

以过滤95%以上对文物有害的紫外线，尽量减少对文物的伤害。人工光源

一方面作为自然光源的补充，在室外光线昏暗时可以提供照明，另一方

面，当时的灯光情况，也是原状陈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尽可

能的保持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候的情况，人工光源我们还是维持原来的原

貌使用白炽灯。白炽灯光谱中紫外线极少，而主要集中在红外线，由于

主要是作为自然光的补充，因此我们选用功率较小的光源，基本不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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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造成明显的损害。

可见光虽然对文物的危害不如紫外线、红外线那么严重，但长期

高强度照射，也会造成文物的损伤。依据199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业标准《博物馆照明设计规范GB/T23863—2009》的相关规定，陈

列室内照明对光特别敏感的展品，如织绣品、绘画、纸质物品、彩绘陶

（石）器等，其展品面的照度不应超过50LUX，每年对展品的总曝光量

不应超过5万LUX/H。经过我馆工作人员检测，现在故居原装陈列内文物

表面天气晴朗时平均照度约为35LUX，自然光线条件较差时，文物表面

平均照度为25LUX。这样的照度远低于国家标准，对于文物的保护较为

有利。当然，考虑到光线较弱时，游客参观的体验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

响，我馆正在对光线较弱时适当提高人工光强度的方案进行评估，以期

在国家规定的照度范围内，使游客的体验得到改善。

三、灰尘

陈列环境中，如果展柜的密封性不好，无处不在的灰尘会穿过孔

隙进入展柜。灰尘降落在文物上，不仅影响文物外观，直接影响了展示

的效果，而且会对文物安全造成威胁。因为灰尘中常常含有大量的有害

物质，包括具有酸或碱性的微粒、各种金属的粉尘，还有各类微生物霉

菌、孢子和虫卵等。另外，灰尘的吸附性极强，特别是生活中的“煤烟

尘”，它吸附着大量的硫化物等有害物质，一旦降落在文物上，将对文

物造成腐蚀，尤其是落在纸制品、丝织品等有机纤维质地的文物上，会

形成一层难以去掉的污垢层，还会因为去掉这层污垢而对文物造成机械

的擦伤。带有弱酸的灰尘是霉菌生长的良好培养基，在适宜的环境中霉

菌会蔓延繁殖，蛀食一切有机纤维质地的文物。［1］

而像故居这样的原状陈列，一方面，本身密闭性肯定不如专业的

展柜，另一方面，观众需要进入其中进行参观，观众的衣服、毛发、鞋

底等处不可避免地附着灰尘颗粒，在参观的过程中也会带进原状陈列的

现场，对文物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馆采用了防尘

［1］赵秀玉：《室内陈列文物的保护》，《首都博物馆丛刊》，1998年，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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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除尘相结合的办法来减少灰尘对文物的损害。防尘方面，前文已经提

及，使用透明遮罩将部分文物保护起来，一方面是对环境温湿度变化的

缓冲，另一方面就是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密闭性，减少空气中的灰尘进

入内部，吸附在文物之上。同时，我们要求每个观众和工作人员进入故

居前，都要穿上鞋套，防止鞋底携带的灰尘散落到故居内部。

此外，还要加强对原状陈列的清洁工作，及时清除降落在陈列室和

文物上的灰尘，做到防尘除尘两结合。由于文物保洁是一项具有专业要

求的工作，不适合外包给保洁公司来做，我馆宣教部工作人员每天开馆

前都会定人、定点的对陈列文物进行清洁，主要是故居内部环境和文物

表面的除尘。由于日常保洁时间有限，有些位置可能无法经常打扫。因

此每年3月与11月，我馆会闭馆一天，由文保部与宣教部一起，将所有的

遮罩和挡板移除，对故居内部的环境及原状陈列文物进行深度清洁。

四、微生物

陈列文物除受到各种理化因素的破坏作用外，真菌、细菌等微生物

也会对文物造成巨大的危害。有害微生物在髙温高湿环境条件下，会使

文物材料发生霉变。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初期霉变、生霉、霉烂三个阶

段。初期霉变表现为有轻微异味，材料发潮等状态。生霉阶段表现为受

损部位开始形成毛状或绒状菌落，颜色逐渐由白色变成灰绿色。霉烂阶

段是文物材料被严重腐解过程，其力学强度下降，甚至彻底变质。［1］

由于霉菌等微生物的生长主要依赖于高温高湿的环境，当相对湿度

低于70%，温度低于25℃时，虫霉不易生长。我馆主要采取控制湿度和投

放药物相结合的方法，防止生虫长霉。温湿度的控制前文已经提过，在

此不在赘述。上海的6月前后是梅雨期，这段时间天气闷热，气温较高加

之经常连日阴雨，室外湿度非常高，是发生霉变的高风险时期。因此每

年梅雨季节来临前，我馆会派专人在故居内部放置防霉防虫剂，这样梅

雨期间正好是药效最强的时候，再配合温湿度的调控，可以避免文物在

［1］张珏：《小议博物馆文物在陈列、展览中的环境保护》，《史前研究》2006年，第
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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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前后发生霉变。出梅之后，我馆都会进行一次特殊的文物检查，逐

个检查每件原状陈列文物的情况，观察是否存在霉变或者霉变的可能，

及时进行处置。

此外，原状陈列所在的环境必须经常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清新，

防止空气中霉菌孢子数过多，也是预防霉变的有效方式。而对于什么时候

可以通风，必须要考虑外界的温湿度情况，避免因为换气通风造成室内的

湿度上升。我馆放置了温湿度记录仪在故居室外，便于及时交接室内外的

温湿度情况，为是否通风换气提供依据。通风换气的主要原则是：当室外

的温度和相对湿度都比室内低时，可以通风；当室外的温度低于室内，室

内外的相对湿度一样时，可以通风；当室外的相对湿度低于室内，室内外

的温度一样时，可以通风；当室外的温度低于室内，相对湿度大于室内或

者室外温度高于室内，相对湿度小于室内，就将室外温度下的相对湿度换

算成室内温度下的相对湿度，如果低于室内，可以通风。

五、有害昆虫

除了微生物对文物的危害，有害昆虫对于有机质文物也有着危害。

在博物馆中比较常见的害虫有：毛衣虫、烟草甲、书虱、黑皮蠹等。有

害昆虫对于文物的损坏的机理非常简单，即因其生存所需要而啃噬文物

材料。受到损害的文物轻者变得残缺不全；重者可能直接化为碎屑。此

外，昆虫的分泌物及排泄物除了污染和腐蚀文物外，还极有可能成为微

生物繁衍生息的温床，进一步的带来危害。

有害昆虫与大多的微生物一样，喜欢高温高湿的环境。有效的控制

好温湿度，就能很大程度上抑制有害昆虫的增殖。此外，我馆还采用了

上海图书馆和上海昆虫研究所共同研制的“纸质文献防虫纸”，来杀灭

一些常见的有害昆虫。“纸质文献防虫纸”采用多种优质拟除虫菊酯进

行纯化、提炼、复配而成的溶液浸渍宣纸而制成。其灭虫广谱性强，对

害虫不会产生抗药性，对人体、文物无不良影响。

除了这些常见的文物害虫之外，白蚁的危害也不容忽视。白蚁是世界

五大害虫之一，危害十分严重，它能破坏房屋、树木、家具、电缆、堤坝、金



���　名人故居的保护与人文资源的利用和发展

属，严重时甚至能造成房屋倒塌。新建的博物馆多为钢筋水泥结构，而故

居则仍旧保持原来的砖木结构。加上故居地处原来法租界的中心区域，周

围大量的都是砖木结构的花园洋房，有些房屋早已受到了白蚁的侵害。为

了确保故居和内部原状陈列的安全，我馆每一次大修都会在故居建筑的

所有木质构件喷洒上防白蚁的药剂，以避免白蚁的繁殖。每年到了夏天白

蚁分飞繁殖之际，经常会发现有白蚁企图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故居，尤其是

壁炉的烟囱。在此期间，工作人员尤为关注这些部位，一旦发现白蚁活动

的痕迹，马上进行处理。数量少的直接杀死，并及时清理“尸体”出故居；

如果发现数量较多，则马上通知上海白蚁防治所的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六、防汛防台

上海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每年的7月至9月为台风暴雨季节，雨量

大而且集中。台风过境时最大近中心风力可达12级，好在故居相对较为

低矮，经过测评抗风能力也没有太大问题，因此，对故居而言最主要的

工作其实是防汛。

新建博物馆可以在选址及建筑之初，就做好相应防汛防台的准备，

而故居这样的不可移动文物则往往先天不足。如故居所处地块整体地势

较低，加之原本的地下排水系统不甚理想，一旦雨量过大，很容易就会

积水，严重时甚至可能倒灌进故居内部，损害故居及内部陈列的文物。

对此，我馆多年来也想了许多办法：整体提高了故居的地坪约20

厘米，使其相对外面的路面略高；定期清理天沟及下水道的落叶；联系

相关公司，增大我馆的地下排水系统的管径，提高排水效率等。除了硬

件条件的改善外，我馆每年都要进行防汛防台的演练，确保每一位工作

人员都能熟练掌握防汛防台的要领。在汛期，我馆还专门准备了防汛沙

包、防汛挡板及专用的潜水泵，一旦发现雨量持续增大，工作人员便会

用沙包堵住故居下方的防潮层的透气孔，避免积水倒灌；安装防汛挡

板，减缓外界路面的积水涌入故居的速度，并且马上开启潜水泵，加速

将内部的积水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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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为因素

除了环境因素对文物的破坏之外，人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人

为因素对文物的损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防火、防盗、防止人为损坏。

在防火安全方面，我馆每一个房间屋顶及建筑墙壁都安装了烟感功

能报警装置，在显著的位置安装了手动报警铃。不过由于故居本身是不

可移动文物的原因，无法像新建博物馆一样安装自动喷淋系统，因此，

仍旧使用干粉灭火器。

在防盗方面，我馆在故居不同的方位及角落安装了全高清（1080P）

数字监控摄像机、墙装玻璃破碎探测器、墙装红外微波双技术探测器、

门磁窗磁报警器，以及声音探测器等多种报警器，确保在故居范围内无

任何安全死角。

在防止人为损坏方面，我馆主要采取使用透明挡板及越界报警相结

合的方式，避免游客在参观过程中有意或者无意的造成文物的损害。

当然，仅仅有一套完整的、先进的、现代化的消防和安防设施设备

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的工作规章制度。如每日开馆和闭

馆前的文物检查清点工作由宣教部人员、监控人员、保安人员同时到场

并做好记录；每天24小时有本馆工作人员在馆内专职负责安全工作，一

年365天从不间断。此外，保卫部门每3个月对馆内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安

全培训、每半年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等。

以上是笔者结合所在的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多年来对于原状陈

列管理与保护的一点经验。限于资金、陈列条件等种种限制，无法做到

像新建博物馆一样全面的排除不利因素，使文物“延年益寿”。但如何

在原状陈列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将各种环境因素、人为因素的有害影响

降到最低，延缓文物老化损坏的过程，是我们文保工作者必须担负的责

任。

（王路，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文物保管部副主任，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