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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以及灿烂的文明,很多传统的书画作品历经沧桑传承到了现代,在社会科技进步的今

天,如何对这些传统书画进行装裱与修复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在这个保护传统的过程中,装裱与修

复材料的选择是修复工作成效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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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书法与绘画更是文人墨客

的基本修养,因此有许多传世的书画作品留存到今日。无

论是名家的经典传世之作,还是普通人偶然兴起而创作的

佳作到如今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存价值,它们不仅有艺术意

义更可以作为考古分析的参考依据。但是,书画作品并非

耐久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毁损,腐坏等问题,因此传

统书画的装裱与修复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1　修复与装裱工作简述

修复与装裱工作都是为了书画作品能够更好保存,同
时也是保护传统书画艺术价值的重要手段,对一件文物的

保护工作通常要这两种手法同时运用、表里结合。二者的

区别主要在于装裱更多的是针对书画作品的外在包装,比
如,对书画作品进行装饰镶边或者通过修补将原有的纸张

补充完整让其更加美观,作用类似于西方油画的画框。而

修复工作更多的是针对传统书画的具体内容,接过前人的

毛笔,在前人已经创作完成但是又遭到损毁的书画上面进

行补充润色等,由此也可以看出修复工作的难度极高。因

为任何一件作品在创作时都有整体性的特点,如果修复不

当造成原有作者想表达的含义的改变,或者衔接不当让书

画变得不伦不类,就会造成对传统书画的二次破坏。因

此,对传统书画进行修复工作,不仅要求相关人员具有丰

富的知识储备以及精湛的艺术技艺,同时也需要相关工作

人员具有较高的工作修养,对于传统书画有保护珍惜的意

识以及敬畏之心。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因为修

复过程当中的人为失误而造成的传统书画文化价值的流

失。而装裱本身也是比较专业的一门技能,简单地为画加

框这类工作普通人都可以完成。但是,装裱工作具有很多

的专业技巧,如立轴一色装、二色装、三色装、宋式装、半绫

装、锦眉装等,要根据不同画作的特点进行装裱方式的运

用以及不同材料的选择。

2　传统书画装裱修复工艺发展现状

　　装裱工艺在我国古代经过了较长时间的传承与发展,
距今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并且这门技艺不仅仅是

民间匠人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同时也有很多系统论述装

裱技艺的书籍作品。装裱技艺在现代同样有着进一步的

发展与传承,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成果也应用

到了装裱领域。很多机械可以通过化学方法对书画作品

进行统一装裱,提高了传统文化装裱工作的效率。但是机

械装裱也存在一些问题,对作品的古色古香是一种破坏,
因为装裱本身不是为了翻新,而是为了修复如旧。因此,
对于较为珍贵的作品,还是用手工的传统技艺进行装裱

为好。

　　传统字画的修复工作在现代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不
仅从业者众多,而且与教育相融合。在高校普遍设置了专

业或者相关专业进行技艺的培养。但尽管如此,因为传统

作品工作修复的难度较高,很多人又缺乏对其艺术价值的

理解与认识,因此在过去的修复工作中也造成了很多失

误,在这一点上需要进行改进,同时对于修复工作的探索

也要不断进行。

3　传统书画装裱修复过程中如何进行材料的选择

与运用

3.1　全色修复时不一概而论,根据书画内容进行

具体分析

全色修复是传统书画修复的技巧,顾名思义就是在原

有书画作品上进行二次创作,使其色全。全色修复包括补

色,接笔两个部分,其中全色主要针对绘画部分,接笔主要

针对书法部分。这项技艺需要工作人员具有极高的专业

素养及丰富的知识储备,比如,对于各个时代主流或非主

流的字体以及绘画风格形式都要深入了解其特点、规则,
做到修复时心中有数。对绘画作品进行修复时,还要对色

彩非常敏感,选用与原来画作上差别几乎为零的颜色进行

修复。全色修复最关键的便是对材料的选择,而选择的原

则便是细致分析作品,不一概而论。因为不仅仅是不同时

代、不同风格、不同身份的作者会用不同的工具,哪怕出自

同一人之手的一幅书画作品,其内在的风格色彩运用也可

能会存在差异。其实全色修复时所运用的工具无非是笔

或者墨两种,但是这两种工作却有极深的讲究。首先,不
同毛笔有不同的性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软硬不同,通常

情况下:材质较硬的毛笔笔力刚健,在绘画过程当中适合

画一些相对静态的自然装饰景物或者房屋;而材质较软的

毛笔常常适合进行山水画的创作,更适合来表现山水相映

的隐约感、山的连绵以及水的流动等特点。此外,不同的

笔笔锋不同,笔的型号也不同,通过作者原有的线条及笔

画特点,要进行具体分析从而选用型号最合适的毛笔。其

次就是对墨的选择,古代的墨分为墨块和墨汁两种,而这

种墨汁与现在的墨汁也并不一样,现在的人用墨汁已经非

常方便,但是因为颜色鲜亮,并不适合运用于传统的书画

中,因此在调制墨汁时要严格控制水量,同时可以用刮、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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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手法在调好后,局部调整颜色轻重等,从而调配出最为

合适的色彩与原有作品无缝衔接。

3.2　装裱材料符合作品原风格,避免使用西式

材料

与修复工作在材料的选择上同理,装裱材料更要注

重与原作品之间材料选择的一致性,做到无缝衔接。因

为相比修复,装裱工作并不是很精细,因此如果出现问

题可以让人一目了然,非常明显。因此,对于书画艺术

价值的破坏可能也是无法挽回的。在装裱工作中,最难

的材料选择莫过于绢本,因为丝织品的行针手法、丝线

密度、保留空隙、经纬结构等,因为制作人的不同,哪怕

采用相同的手艺也不会完全相同。因此要做到与原有

娟本完全相同的绢进行补充是很有难度的。首先需要

对作品保留完好的部分进行研究,然后尽量寻找同款,
如果寻找不到就要运用现代技艺进行还原制作。而在

纸上绘制的书画装裱最重要就是对于“命纸”的选择,顾
名思义就是了解这张纸的选择关乎着书画作品的生命。
这张纸就是书画背面紧贴墨痕的纸,在选择时同样需要

选择与原有画纸纸张颜色、质地等相同的进行装裱。此

外,在装裱时还需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能选用西式的

材料。虽然现代西方也有很多保护珍贵艺术作品的手

法是值得借鉴的,但是在我国古代,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程度不深,很多传统的书画作品都单纯具有中国风格的

特点,所以对于传统的作品还是不宜应用现代文化交融

的成果。否则与原有画作进行衔接之后,必然会破坏其

古色古香的美感,同时也会产生泛黄等诸多问题。

3.3　尊重古风原貌,利用天然材料

上文提到,对于传统字画进行修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

翻新,而是为了保留其传统和古旧的感觉从而保留其艺术

价值。这类作品与现在很多工业产品是不同的。普通商

品通常是越新性能越好越受市场或二手市场欢迎,而传统

艺术作品则是恰恰相反的,因此在修复过程当中也需要不

断形成与现代商品相反的思考方向,时刻牢记修复工作的

目的与原则,才会尽量减少决策失误。在这个过程中,不
仅要尽量避免使用现代的科技成果如大机械等,在材料或

原料的选用上面也要遵循天然的原则,尽量不要使用人工

化学合成的产品。比如,上文提到的书法作品当中的墨汁

以及绘画作品当中的水粉颜料都是现在所通用的,在市场

上非常常见,但是因为古代并没有这种制作技术。因此,
在进行材料还原的原则下自然不能选用。而装裱工作当

中所选用的很多丝织品的制法现如今已经应用的非常少,
找寻起来可能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不能因为方便或者是

与原有的材质形似就采用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进行替代,
因为材料的正确选择是修复装裱工作成功完成的基础条

件和重要前提,如果不能选用合适的材料,则后期的一切

工艺与手法都会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在装裱过程中

还可能涉及二次装裱的问题,因为中国传统的书画作品在

绢或者是安徽生宣上面完成的比较多,在传承过程中非常

容易受到自然或人为损坏,因此在传承过程中很多作品都

通过运用麻纸、布帛、丝织品等进行过装裱,那么当代在进

行二次装裱的时候,就需要与传统装裱留下的痕迹相结

合,在考虑原有作品的材质特点时同时考虑一次装裱时所

选用的材料。

3.4　不片面考虑经济性,提高传统书画的当代价值

材料选择是传统书画修复和装裱过程当中的重要环

节,有时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同时也可能耗费较

高的经济成本。如果片面考虑其市场价并与修复成本进

行对比,而无法正确认识到其艺术价值,就会影响传统书

画的修复与装裱工作的工作效果。不是所有传统的物品

都能单纯用经济去衡量,因此在修复和装裱时不仅要不畏

困难与麻烦地去寻找最适当的材料,充分尊重原作品,也
要尽量采用好的材料,不仅可以增加其从现在开始的保存

时间,也有利于提高传统书画的当代价值。提高传统书画

的当代价值还体现在二次装裱过程当中的处理方式的决

定。如果原先的装裱保存效果较好,利用现在的手法只是

进行一些局部的完善或者锦上添花的作用则需要像上文

所述大体上保留一次装裱时的效果,在材料选择和手法技

艺上与之前装裱保持一致。而如果原先的装裱已经失去

作用,则需要对一次装裱的痕迹进行去除。这个过程也要

非常注意,前提是在不影响原有书画作品的情况下。之后

再运用当代的技术与材料进行二次装裱从而提升作品的

当代价值。对于每一幅作品的材料选择都没有标准答案,
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对材料进行最优的选择,同时在运用

的过程中,要根据具体需求充分利用古今的技法做到最佳

的效果。同时在材料选择与运用上要不断进行学习和探

索,了解同行业的不同作品的修复情况,从而减少传统书

画修复过程中的人为失误。

4　结语

综合来说,传统书画在传承过程中已经被时间赋予了

超越创作时期的价值,无论是观赏性、艺术性还是研究性,
传统书画的修复与装裱工作是难度较高且很有必要的工

作,从材料的选择到运用都需要较高的专业素养和知识储

备,同时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传统

书画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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