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管理
2024 年 6卷 6期

7    

现代科学技术在书画文物修复与保护中的应用

赵姿淇

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0

摘　要：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进步，国民的生活质量日益提升，人们由追求物质层面的满足逐渐转向对精神层面需求的追求。

书画文物是满足人类文化精神需求的关键元素，当它们历经岁月磨损之后，这激发了社会对于这些珍贵文化遗产的修补与

维护的关注。书画文物品承载了历史的信息，它们不只是滋养人们心灵的源泉，同样也为历史学的探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

支持。书画文物作为艺术珍品，在全球艺术领域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因而其维护与恢复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着眼

于探索并讨论利用当代现代科学技术进行书画文物的修补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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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诸多馆藏珍品之中，书画文物被归类为有机

材质物品。其修补与维护需综合考量多种影响要素。当前的

保存技艺已不再适用于当代的书画修复与维护任务，缘由是

现代文物修复不僅强调尽量减少人为干涉，亦追求在最大程

度上保持原有信息不失，这对字画的修护与维护工作提升了

标准。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书画文物进行翻新与维护，对

书画文物病害探究、恢复及护理的实操研讨都至关重要。

1. 现代数字技术概述

当代现代科学技术乃一套与电子资讯技术紧密结合的

现代化科研技术方法。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伴随着

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假设电脑未曾问世，则现代科学技术的

应用亦将无从实现。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是指利用一定的工具

将众多数据转码为计算机能够辨认的二进制形式。本处讲述

的内容，涵盖了字面资料和图片资讯，同时也包含了音频及

视频资讯等其他形式。在数据转化为数字形式之后，便可借

助便捷的手段实现遥远传递和长久保存，必要时可通过相应

技术手段将这些数字信号恢复为原始信息内容，以供接收方

查看与应用。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数字技术应用的过程里，

任何一项已被数字化的信息数据，均须借助计算机完成编码

与解码的操作，这一点从对整套流程的掌握中可以得知。因

而，计算机成为实施当代现代科学技术必不可少的工具。

2. 现代数字技术使用必要性分析

中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历经岁月沉积出众多珍贵

的文化遗产和艺术精品。应用现代数字技术对这些珍贵的文

化资产进行维护和恢复，对深入探究我国的过往有着至关重

要的促进效果。众多珍贵的书画文物不但在历史探究上具有

深远的意义，同时也拥有一份美学上的鉴赏价值，其存在之

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大多数书画文物都是一次性的财富，

若一旦受到破坏，它们便难以恢复原状，由此也就丧失了它

们在历史研究与艺术领域的价值 [1]。为防止这类事件发生，

护理工作人员必须加强对目前状况尚佳的书画文物的保养，

并针对那些已遭损坏的书画文物实施科学且适当的修补。鉴

于书画文物久经岁月沉淀，素材剧烈损耗，修复这些历史文

物时面临极大挑战。为了加快文化艺术品的修护速度以及

减轻修复难度，工作团队致力于融入数码技术与应用软件

的平台。他们基于对古代绘画与书法作品的特点透彻洞察，

打造一个模拟修复系统，旨在推动传统书画修复行业迈向

更为先进的发展阶段。新兴的维修方法赋予维护人员多次

优化修复策略的能力，并借助电子仿真技术确立字画文化

遗产的最终修补效果，这对于提高字画的维修品质及效率

具有显著影响。

3. 书画文物的科学修复及保护

3.1. 古代纸质文物保护技术

古已有之，纸本文档的保全工作便始终存在。自古汉

魏年间，民众便已通晓通过提取黄蘖的浓液给纸张着色以防

虫蛀的技艺，具体做法是将纸浸入黄蘖提炼的液体之中，有

人选择在纸张染色后再行书写，也有人则是染色之前先完成

书写。染渍后形成的卷纸因带有天然黄色被称为染潢纸，亦

即黄麻纸，该纸具备抗虫蛀效果。用于书画的装潢时，通过

覆以保护层和使用护套来维护珍贵文献，这种做法不只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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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外观的精美和耐久，也有助于防潮；中国古代的文物

维护策略不止着眼于文物自身，对储藏老旧图书及绘作的设

施与环境同样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面对仓储环境潮湿问题，

会使用干燥剂进行吸湿，如在湿气较重的季节利用石灰或木

炭做为吸潮剂。

3.2. 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

执行图像获取任务时，所使用的是用于扫描文物的固

定型专业扫描设备。此仪器具备 14000 像素乘以 26604 像素

的清晰度分辨力，确保了收集书画真迹时的精确度。这款扫

描仪基于线性扫描技术，可精准捕捉并清楚呈现书画文物的

细节内容，并将之转化为数字信息保存于计算机内，为后续

的图像处理任务奠定了关键基础。此外，扫描操作期间无需

直接触摸文物，这样既能够有效维护易损的古物，又促进了

相关事务的顺畅进行。据绘画古董修补的案例，深入分析具

体的图形处理技术。图片导入系统之后，如果古物表面的霉

斑经过了去除处理，使得颜色略显淡化，图像处理程序有许

多功能可以运用。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能够将图像与原作对

照分析，经由调整光度和色彩饱和度的方式，对图片进行优

化处理，以便更加精准地复原其色彩，确保通过电脑进行图

像处理的精确度。

3.3. 清洗技术

在存储、展出以及研究书画文物时，它们会因人工和

自然条件的作用而遭受损害，包括积累灰尘、虫害排泄物、

各类污点、霉菌生长和油迹等问题。清洗旨在消除这些疾病

和污点。中国传统书画文物的装裱修复工艺中，为去除画心

的污迹而持续采用的一项技术是利用清水对纸张进行清理，

这其中涵盖了淋洗、烫洗以及浸泡等方法。在进行书画文物

的洁净处理时，关键在于精确控制水温、洁净频次、浸泡时

长以及流水对作品表面的撞击强度，这些要素直接影响着清

洁效果的好坏。洁净功效涵盖双重含义，其一指的是去污成

效，其二是考量文化遗产保护而对遗迹本质及外观影响的成

果。通过适当的清洁管理，有效去除了污点和其它损害，以

致字画得以恢复原貌，实现了防护性的修补效果。若然洗涤

处理不得当，轻则破坏画作的意境与韵味，重则导致不可逆

转的毁坏。如今，中国对于古籍字画的洁净处理过程，包括

决定清洁频率及水温等诸多因素，全都依赖于修复专家的个

人经历来进行调节，清洁完毕之后还需要用细腻的白色毛巾

去吸取残余水分。在清洁作业时，画芯常常遭受一些撞击，

这容易导致部分图像的颜色剥离 [2]。在清洗书画文物时，难

以避免地，不当的水温、频繁的施压或反复的污染等诸多因

素将对其造成伤害。于是，妥善解决古籍字画在清洗过程中

遇到的难题，一方面需要确保洗净作品后的视觉效果达到既

定规范，另一方面还须考虑到对作品本身维护的益处。

3.4. 控制精度技术

在对数字照片进行多种微调之后，必须模拟出喷墨打

印的效果来做软件校对。为满足修缮书画仿制品的基本标

准，必须尽可能地降低色彩偏差，并实现所需的准确度管理。

首先需将复印物输出成打印件，以获得初步的复印样本。随

后，在灯光照射下，将其与原始的书画文物进行细致对照，

以防出现色彩相同却色调不同的情况。鉴于人类视觉系统中

的视锥细胞在频谱能量相差无几的情形下容易将不同波长

的光识别为同一种颜色，有必要借助规范化的光源来进行区

分。为确保复原品色彩的精准无误，防止复本色调同古籍字

画原色相悖，须以色温五千开尔文的规范照明进行色差对照

鉴别，并依照对照分析，对数码图像做必要的色彩修正。执

行样本效果对照过程中，需要依据实际环境对样品的色彩输

出进行适当的调整，并通过屡次的比较与微调来确保最后达

成优秀的输出品质。

4. 现代科学技术在书画文物修复与保护中的应用

4.1. 通过计算机图像技术修复和保护书画文物

修复书画文物时，应用高清晰度影像捕捉设备对绘画

作品原物进行数字化扫描，以便输入至电脑系统中。借助当

代技术手段进行扫描，可对书籍和绘画作品进行全面美化，

精确呈现出原作中所有微妙元素，并把整幅艺术品转换为数

字信息存入电脑中，便于接下来的图片编辑作业。利用非接

触式扫描技术同样能够保障文物的安全，即使是极其易损的

古物也可以通过这种扫描手段被记录下来。利用扫描技术将

古籍字画数码化后，研究者得以依托电脑屏幕分析这些图

像资料，同时借助计算机软件的图像编辑功能，调整清晰

度、色彩饱和度以及色调，以使古画作的复原更为精确。

电脑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图像分析的精确性，使得图像的显

示更为精准。

4.2. 以数字建模辅助修复保护工作

书籍和画作等历史遗产的种类、素材及其存储条件的

多样性，导致了它们遭受损害的程度差异较大。这样一来，

便增加了文物修复工作的复杂性，也相应提升了文保修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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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面临的技术挑战。工作人员在开展传统手作修补作业之

前，往往会在他们的意识里自然而然地构思出待修复物品的

结构，并筹划相关的整修对策。然而，这样的构思与策划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在修复领域积累的实际操作经验，因

此，这令整个修补过程显得尤为艰难。现代科学技术的主要

优点是能够将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记录，并在庞杂的数据库

中以不同材质、时期、创作者和主题进行分类存储，通过电

脑化的数据管理，实行自动化的信息查阅，极大地增强了工

作效率和质量。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手段恢复古物，运用高分

辨率的数码技术进行字画文物的虚拟修补，在开始修复之前

进行建模，将心中构想的效果显现，通过查看并将其与数据

库内相同时期、相同创作者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后，选出最

佳的恢复策略。

4.3. 数字修复模拟系统运用于书画文物修复

中国拥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历代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

化遗产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源对于深入探

究国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其间，字画之作品乃至关

紧要的文化遗产宝贵，不仅蕴含着史实，亦富含艺术价值，

在全球的艺术界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3]。然而，书画文物是

不能被复制的财富，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作品已经受到了

严重的破坏，每年都有作品因为过度衰败而失去了它们最初

的艺术意义。修复书画文物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就

使得书画文物修复的不确定性增加。利用尖端的现代化现代

科学技术和软件应用平台，我们研制出一个能够协助书画文

物恢复的数码修复模型，使得书画文物的恢复任务迈向了数

码化的新纪元。此系统能将艺术品以电子方式进行储藏，并

借助相应的软件来模拟恢复的场景。其特性在于具备全面的

执行、反复对照、多次调整与改良的功能，最终达到艺术品

恢复的标准。

4.4. 对书画文物进行除尘清洗与揭裱

在过去，我们通常使用手动的除尘和清理技术来保护

和清理艺术品，通常是使用柔软的刷子来轻轻地扫掉表面的

灰尘。这个保养古代艺术品的手法过于简单，而且成效也相

当有限。目前，我们可以利用激光技术来清洁书画文物，这

种方法已经变成了主要的清洁手段。由于激光技术的反应频

次较低，它能够针对各个区域施加不同的清洁力度，从而达

到最大限度地保护书画文物的目的。如果条件适当，这样的

做法几乎无法给艺术品的色彩带来负面影响，极大地减少了

在清洁过程中受到破坏的风险。目前，大部分的书画修复任

务仍然使用传统的揭裱方式，这需要工作人员具备深厚的经

验和高超的技能，同时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糟

糕的是，由于操作方式的错误，往往会使得书画文物遭到破

坏。因此，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进行装饰是十分必要的。

结语

总结来看，书画文物是馆藏文物中的关键类别，它们是

对民族文化和古代历史的最佳传承。然而，由于介质本身和

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书画文物容易遭受氧化、褪色、泛

黄等问题。本篇文章阐述了如何利用各类现代科技来修复和

保护书画文物，包括对其载体材质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检测，

以及进行除尘和揭裱等处理，并全方位地执行原生态保护。

此外，利用数字复制技术进行复制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书画

文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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