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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金银写绘类书画文物复制中传统摹画技艺 

与现代数字技术的融合

廖安亚

（故宫博物院，北京，100009）

摘要�泥金银写绘工艺作为中国传统书画技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传统墨书书画相比，具有材

料贵重、工序复杂、所呈效果华丽、材料质感鲜明的特点。本文以两件磁青纸泥金银写绘佛金文物

的复制为例，总结了该类文物复制中的标准流程，并分析了传统摹画技艺与现代数字技术特点，为

今后同类文物的保护、修复和复制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泥金银写绘工艺�书画临摹�数字复制

引��言

泥金银写绘工艺作为中国传统书画技艺中独特的一部分，一直都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特别是

佛教经卷的书写当中。佛经作为传播佛教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传入内地后，随着统治阶级对佛教的

推崇，除了大量刊刻的佛经以外，上层阶层开始不满足于白纸黑墨的缮录形式，以泥金、泥银和磁

青纸这些贵重的材料缮写绘制的佛经开始出现，一方面表现贵族虔诚的心态，一方面又显示出其尊

贵的身份姿态。泥金银缮写绘制的经文在墨蓝色磁青纸的映衬下，不但增加了其观赏价值，还逐渐

形成了一种视觉上华丽明亮、形式上富丽堂皇的宗教绘画题材。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更迭，泥金银缮写描绘的典籍经卷绘本类文物留存至今的有诸多病害，

主要有泥金银粉因固着剂老化而松动脱落，直观表现为字迹、画面模糊；有些较厚的经书叠装侧面

也有图案和文字，每次开叠都会造成折痕处字迹损伤。这些特点都导致此类文物不适合频繁展出。

所以，将复制品用于长期巡展或进行原状陈列就是很好的解决方法。这样既保护了原件，又让大众

借此了解此类文物的传统魅力和艺术特点，能够依照原件复制出仿真度高的复制品就成为收藏同类

文物博物馆共同的课题。

1�泥金银佛经卷（本）的特点

泥金银写绘工艺同传统墨书书画相比，具有材料贵重、工序复杂、所呈效果华丽、材料质感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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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成本高昂，首先是因为磁青纸的昂贵。

明代沈榜在《宛署杂记》中就有记载：“大磁青纸

十张，价一两”（第十五卷，北京出版社，2018

年）。其次是，金银除了属于贵重金属，在古代作

为流通货币来使用，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要制作能

用于书写绘画的泥金银更是有繁复的研磨工艺，

是熬工耗时的过程，工艺本身附加了更多价值。在

《中国画传统颜料的制作》（王定理著，《美术研

究》，1991年10月）一文有详细具体的介绍，甚至

“以二指压中指在碟心内旋转”的具体手法都有要

求，其中明确指出研磨时需要在火上烤热，且所用力道也有十分严格的讲究，因为力道不对，“金

则成饼永泥不开”或者会失去光彩。这样的研磨方式稍有不当，便会造成材料的浪费，更增加材料

成本（如图3所示，泥金研磨后加胶沉入底部，用时用笔尖从底部轻轻蘸取）。

泥金银写绘工艺的最终视觉效果，是同佛教绘画、佛经内容相得益彰的。从视觉效果来说，佛

教绘画传入中原，金银由于自身独特的光彩而被大

量运用，这种光彩象征着宗教的神圣与庄严，更容

易让受众敬畏和神往。中国画的传统颜料中金银主

要是两种形态，一种是用纯金、纯银锤炼加工而成

的金箔、银箔，另一种是将金箔加工制成的泥金、

泥银。它们所具有的神秘光泽和华丽色相，在墨蓝

色磁青纸的承托下呈现出富丽堂皇的视觉效果，产

生了与白纸黑墨的常规经卷（本）截然不同的艺术

形式。泥金泥银缮录绘制的佛经所用主要材料是磁

明这四个特点。泥金银写绘工艺佛经文物除了上述特点以外，还附加了装帧、镶嵌装饰等其他工艺

特征，是多材料、多工艺的文物品类。

白纸黑墨的常规经卷（本）在书写绘制时，主要用于传播佛教文化，便于受众阅读学习，当然

也不乏书法价值很高的写本，但泥金银佛经卷（本）成本的高昂，导致它们并非传播阅读的物品，

更多的是以艺术品的形式在王公贵族间留存下来（图1和图2）。

图1�北宋泥金银写绘《妙法莲花经》局部

图2�清弘历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图3�泥金研磨后加胶沉入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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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纸和金银，也有一些更华丽讲究的经卷在绘制宗教图案时中还会用到传统的矿物颜料，如石青石

绿等。无论从工艺性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极尽华丽，尤其到清代，从装帧上更为奢华繁复，大量珍贵

宝石和纯金银的镶嵌成为泥金银写绘本的点缀（图4）。

图4�乾隆时期藏文《甘珠尔经》写绘精致、装潢华贵的代表

因此，泥金银写绘工艺所制成的佛经文物的复制，除了要复原泥金银写绘工艺本身，还要综合

考虑书写纸的复制、装帧方式的复制、经本镶嵌宝石及金属工艺的复制等综合要素，这就给书写画

面的复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必须结合传统、现代的多种技术手段来实现。

2�人工临摹与数字复制技术结合复制案例简析

故宫藏《甘珠尔经》和山东即墨博物馆藏《妙法莲华经》都是泥金银写绘经卷（本）。一部是

乾隆皇帝为其母祝寿所写绘，另一部则是年代久远的北宋时期泥金银写绘经典之作。这两件文物都

需要以长期原状的形式进行展陈，但纸质文物长期展示陈列必定会造成破坏性损伤，为更好地保护

文物，又满足展览需求，这两件文物最后选用了人工临摹和数字复制相结合的复制方式。

2.1�纸张的选用

《甘珠尔经》与《妙法莲华经》所用纸张均为磁青纸，但因磁青纸造纸工艺繁复特殊，又因价

格昂贵，材料稀少，未大规模生产。更为惋惜的是，发展至今，这种造纸工艺众多环节都找不到详

细记载，虽然目前也有一些地方在仿制，但色泽和质地都与古代磁青纸有很大差别。

基于此，在复制时的纸张选择上，既要体现原件

纸张的墨蓝色泽，又要接近宣纸质地。结合文物不同

的展陈方式，《妙法莲华经》是经卷形式，进行平铺

展开陈设，故选用可打印厚宣纸，数字复印工作者在

电脑中调配好磁青纸颜色进行整体打印。而《甘珠尔

经》为贝页夹装，一夹即一函，展陈时以一函整体摆

放，内里经文不做打开展示。需要向观众展示的是经

页叠放后形成经墙上的精美泥金银纹样，故选用了比

宣纸更厚的蓝黑色卡纸（如图5所示，蓝黑色卡纸叠

放后形成的色泽在视觉上靠近原件）。图5�蓝黑色卡纸叠放后形成的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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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数字打印复制部分

为了满足《妙法莲华经》复制要求，将原件进行数字化信息采集，然后校色打印复制出来。

《甘珠尔经》数字打印复制完成上部、内页、底部的制作。虽然两件文物所完成的数字打印部分不

一样，但整体制作流程和处理方式是完全一样的。

首先，复制人员将原件进行数字化信息采集，信息采集的过程就是将原件的每一个特征无差别

显现至工作的色彩空间中，每一个文字能够准确定位，文物的长宽高、纹饰等距离的大小都能做到

零差别，实现复制过程中的严谨化特征。接下来，复制人员运用Photoshop对其破损的纸张纹理进

行修复，对扫描后的文物图像进行处理和校正，包括将所有扫描文件统一进行全局的降噪与锐化，

局部减淡、加深、立体感塑造与磁青色中间调强化［如图6（a）所示为数字复制部分的经文，极强

地还原了原件写绘部分的细节］。

图6�（a）数字复制部分的经文；（b）人工泥金银写绘后的经文

（a） （b）

2.3�人工临摹复制部分

在《妙法莲华经》中，人工临摹主要在已经模仿打印好磁青纸经文图卷上摹拓，即用真金真银

色在原有的印刷字体及图像上复勾复写，需要一定的临摹功底和具备相当的用线功力［如图6（b）

所示，人工泥金银写绘后的经文，呈现出金银华丽神秘的光泽］。《甘珠尔经》人工临摹则更特

别，是在单页累积后形成的经墙上摹绘图案，由于单页累积的纸张之间会形成空隙，造成凹凸不

平，前期的纸张毛刺处理都需人工打磨处理平整。

在这两部经文中，虽然同样是泥金银所写绘，但由于《妙法莲华经》卷本的展览要求为平

铺打开展览，让观众通过仔细观看复制品细节感受到此经卷的不朽魅力。所以复制方案中，所

用金银为传统方式研磨的泥金银颜色。而《甘珠尔经》展陈方式以整体摆放，原状陈列为主，

并且复制时间上有一定要求，所以为了节约时间和材料成本，选用了现代金色颜料摹绘。在摹

绘技法上，完全按照人工临摹的传统技法，通过拓印、描金、开染等传统技法完成复制工作

（图7和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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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3.1�传统摹画技艺复制泥金银写绘工艺的特点

3.1.1�材料

传统人工临摹复制首先对材料有严格的要求，纸张、绢绫、颜料都需要接近原件材质。泥金银

写绘的经卷所用颜料为纯金银加工后而成，而纸张大多是呈墨蓝色的磁青纸，磁青纸的制造工艺繁

复，原料特殊，因靛蓝染料有药用作用，经过处理后染在宣纸上，不但颜色高雅厚重，还有防虫、

防霉的效果。

这样复制后的文物不但体现了原件文物的珍贵性，还以接近原件的完美姿态呈现。很多需要抢

救的珍贵文物会以最传统技法进行修复。如《北宋金银书〈妙法莲花经〉》一文中，王岩箐老师详

细描述了人工传统技法修复此经卷的过程。

3.1.2�技法

泥金银写绘本的所用技法与中国工笔画传统技法基本一致，由于泥金银佛经写绘本既有文

字，又有插画，所以在复制此类文物时，既要用到人工临摹书法的技法，又要求熟练掌握摹画

技法。

首先在临摹佛经文字部分时，需要采取临摹书法的双钩填色技法，待轮廓完成，再用泥金银按

照书法笔意书写在轮廓中，在泥金银未干透时将不足处补全。在绘画部分要求按照人工临摹的程序

来完成，包括过稿和赋色渲染。

3.1.3�优劣总结

依照传统技法临摹复制的此类文物，最大的优势便是文物本身的艺术性得到完美诠释，常常可

以作为文物副本流传下去。早在历朝历代都有很多书画类文物被人工临摹保存留存至今。

但随着历史变迁，传统技法和传统材料都在不同程度流失。一个好的人工临摹副本，对临摹

者和传统材料都有高要求。虽然现在传统技法和材料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某些传统材料的制作工艺

图7�人工临摹时的传统技法 图8�《甘珠尔经》局部完成后的图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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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遗失，如泥金银写绘的经文所用磁青纸工艺就有很多具体工艺流程失传，导致现在无法完全制

作出与古代磁青纸媲美的成品。而且传统临摹复制技术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如有临时陈设需

要，这样的复制品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

3.2�现代数字影像仿真技术复制泥金银写绘工艺的特点

近年来，数字影像仿真技术越来越多用于书画类文物的复制保护工作，在此类文物复制时，材

料的选择、颜色的采集、图像的处理都是关键。

3.2.1�材料

佛经类文物的主要材质是纸质和绢绫，而在数字复制

中，纸张的选择是将“虚拟”转为“现实”的重要手段，纸张

在数字复制中更多被称为承印物，不同纸张能够呈现出不一样

的感官与质感。市面上的打印耗材琳琅满目，然而对于文物复

制来说，宣纸是首要选择，打印纸张的宣纸上面都需有专门的

涂层，主要为墨水提供一个可供附着的依托，避免油墨在纸张

上晕开（图9为各类宣纸的扫描情况，往往为了其再次人工装

裱，会选择图中标记纸张，该纸张是人工制作，在背后衬托涂

层纸张，装裱时可揭掉褙纸）。

3.2.2�颜色

数字复制的承印色彩是Y、M、C、K混合形成的不同颜色，先后叠印在承印物上，堆积点成为

面的彩色图像（图10）。 

图9�各类宣纸的扫描情况

图10�Epson 9910设备油墨的装置

3.2.3�图像

图像颜色的校正和修整，是文物数字复制最复杂的一个过程，一方面是由于图像颜色在扫描传

递过程中受到一部分机械影响，另一方面是人对颜色的敏感程度大于设备的识别广度，对于色彩的

还原程度是观众评判复制要求的第一要素，因此，文件复制前最关键的是“色彩”（图11）。文件

扫描后需要对此进行颜色校正，因此，在扫描的过程中可利用色卡校正原稿图像颜色，将文物原件

与色卡在同一环境中扫描（图12和图13在Photoshop中对其进行色彩管理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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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件平面文物被数字化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原始文件信息产生模糊，在图像扫

描的过程中，扫描原本清晰的原稿图像，文字的边缘也变得稍微模糊。针对佛经类文物中文字信息

含量为主，通常选用“图像锐化”，具体锐化的数值要根据画面本身的内容而决定。针对文物信息

处理的过程中，色彩校正与锐化是必不可少的，其他的命令使用，如包全局的降噪，局部的减淡、

加深、立体感塑造，色彩范围等技法，都应该是具体文物具体调控。

图11�色彩管理流程的基本概况

图12�扫描中所使用的色卡 图13�黑白灰三色标准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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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优劣总结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影像技术的发展为书画类艺术品的复制和抢救工作提供了更加

快捷便利的方法，满足了快节奏的工作需求，更实现了批量化。

但不管如何发展，数字复制毕竟是机械动作，虽然能在细节上完美复制原件，但在色彩上暂时

与传统颜料有着较大差距，尤其对于矿石类颜料的色彩和质感还无法还原再现。单纯的“机械性”

复制品在可近距离观看的展览中容易让观众觉得单薄而廉价。经文书籍类文物经常还会在书籍或者

经墙上有纹饰装饰，这些不是单一平面，数字复制无法完成图像采集及打印成形（表1）。

表1�单独使用传统摹画技术和现代数字复制技术的特征对比

传统摹画技艺 现代数字复制技术

材料工艺 使用原材料、原工艺 使用替代材料及数码技术

失传工艺恢复 难以恢复或部分恢复 无法恢复但可以高精模拟

技法 对原件的仿真程度同复制人的技法娴熟程度关联大 对原件的仿真程度同数码指标校对有关

效果 最好效果可达到原件效果
整体近似原件效果，但在质感、肌理等材料性质细

节上难以达到原件效果

复制速度 周期长 可达批量复制

3.3�泥金银写绘工艺类文物的复制流程

根据两件复制案例及上述复制技术特点的总结。泥金银写绘工艺文物的复制流程可以归纳为原

件病害记录和工艺分析、复制效果要求、复制件复制方法的选择和技术交叠部分的技术取舍、复制

过程、复制效果评价五个步骤。

（1）原件病害记录和工艺分析主要使用显微镜及无损方法观察原件保存情况。

（2）复制效果要求是以原件为标准，制定合适的复制方案，或纯粹人工临摹，或数字复制，

或人工与数字结合的复制方式，达到其展陈的标准和要求。

（3）复制件复制方法的选择和技术交叠部分的技术取舍，根据复制效果的要求，在传统方法

和现代数码手段中选取合适的方法。

（4）复制过程主要为材料的准备、工艺的实施。参照原件的材料，合理规划，以制定好的方

案为准则实施复制工艺，把控好复制周期。

（5）复制效果评价，包括与原件的对比、与复制要求的对比两个部分。

结��语

本文通过两件泥金银写绘工艺佛经的复制，总结了该类工艺的特点，对比了单一运用传统摹画

技艺和现代数字技术在该工艺中优缺点，归纳了此类文物的复制流程。在文物修复保护工作中，随

着科技的发展，传统修复技法和新科技总是在不断碰撞和融合，为文保事业解决了一次次难题，保

护和抢救了众多文物，满足了人们不断提高的观展需求。弘扬传统技法，有效结合新科技到文保工

作中更是与时俱进的一种文保工作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