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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海外汇款单的保护修复

李�慧�程�廉�何�方�张秀娟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400043）

摘要�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馆藏1943年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海外汇款单，是韩国临时政

府在中国进行反日复国运动时，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实物见证，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由于保

存不当，文物出现酸化、残缺、折痕等病害，亟须保护修复处理。利用视频显微镜、纤维测量仪、

SEM-EDS、分光测色计、pH测量仪对该文物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表明：纸张为针叶木机械纸，加

填了高岭土、碳酸钙等，纸张厚实致密、酸化严重。遵循文物保护基本原则，针对性地对其实施去

污、脱酸、平整、选配补纸、修补等保护修复技术措施，使文物病害得到消除或控制，纸张强度增

强，基本恢复原有形貌，更有利于长久保存。

关键词�检测分析�脱酸� 选配补纸�修补

引��言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了反日复国在中国流亡27年，并在重庆成立韩国光复军，为反对法西斯主

义、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了力量。

1943年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海外汇款单是国家一级文物，质地为纸，长21.10cm，宽10.75cm，重

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于2009年购买得到。这件文物记录了一笔资金流转的全过程，主要

内容为1943年9月3日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向韩国临时政府汇款1550美元，由金九接收。所汇款项由中

国银行纽约分行发出，同时该银行是在1943年8月26日接到夏威夷银行的命令后进行的汇款操作，

于9月3日汇入收款账户。该文物是战争年代韩国独立运动资金运转的凭据，为研究韩国独立运动提

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见证了中韩两国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光辉历史，具有一定的历史

研究价值。

本次具体的保护修复工作由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修复组完成，对该文物进行了详细的病

害调查，通过视频显微镜、纤维测量仪、SEM-EDS、分光测色计、pH测量仪进行检测分析，根据

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采用传统修复技术保护文物，使文物病害得以消除或控制，基本恢复原有形

貌，更有利于长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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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存现状及病害分析

1.1�保存现状

由于重庆韩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的库房环境简陋，温度、湿度、空气质量、微生物防治等条

件都不利于文物的保存。加上重庆地处西南，气候潮湿，雨水充沛，使得陈列馆库房浸漏、渗水、

返潮现象严重，文物保存环境更加不稳定。重庆的空气质量相对较差，SO₂、H2S等酸性气体含量

偏高，吸附在饱水纸质文物表面加速了纸张的

酸化。

该文物的纸张是机械纸，相对手工纸而

言性能较差、不稳定。并且文物上有大量的文

字信息，纸张上的字迹有油墨字迹、钢笔字迹

及印台油字迹。这些字迹的色素为有机染料，

性能不稳定，容易受光照、空气、温湿度的影

响，发生化学变化导致文物字迹蜕变，导致

文物珍贵信息的流失。文物库房环境简陋、文

物纸张性能较差，内外因素作用导致文物病害

的发生。该文物保护修复前的保存现状如图1 

所示。

1.2�病害分析

根据对这件文物病害的调查分析，存在的病害有残缺、折痕、断裂、字迹残缺、字迹模糊、酸

化等。这些病害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文物的外观，而且存在进一步发展的趋势，造成文物蕴含的历史

信息的缺失，威胁文物的长久保存。文物的左侧部分残缺较为严重，右侧的上、下角有轻微缺失，

上部有2处缺失，下部有3处缺失。文物在使用及保存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处折痕，中上部的折痕较为

明显。文物存在2处断裂，都位于上

部。针对断裂病害，如不进行保护处

理，很容易造成断裂部分文物的缺

失，影响文物的完整性，损害文物价

值。文物钤有4个印章，中间部分、

左下角的印泥字迹部分缺失。左侧的

铅笔字迹也有缺失。左下角的印刷字

迹出现了模糊，该病害存在继续发展

的趋势，影响了文物文字信息的保

存。为了将文物存在的病害直观地反

映出来，根据病害调查分析的结果绘

制了病害图，如图2所示。

图1�文物现状图

图2�文物病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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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 测 分 析

2.1�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对该文物进行色度、酸度的无损分析，并在该文物左上角破裂且无文字处取样，进行显微观

察、纤维鉴定、纸张填料的分析。检测分析的结果为文物的保护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文物修复

的实施指明了方向。

显微观察：采用VHX-1000E视频显微镜观察文物表面的形貌特征。选定放大倍数后，可以清

楚地观察文物纸张的表面结构以及污渍沾染情况。

纤维鉴定：采用XWY-Ⅵ型纤维测量仪对文物纸张纤维进行观察，用纯水浸泡分散文物纸

样，滴于载玻片上，用碘氯化锌染色剂染色后利用纤维测量仪观察纤维结构［1］，以判断文物的

纤维种类。

填料分析：采用Sirion200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文物纸张的加工工艺进行分析，以确定其是

否加填或施胶处理
［2］
，据此了解文物纸张性能。

色度分析：保护修复前利用CM-700d/600d分光测色计对文物的色度进行检测，检测的部位为

右上角空白处，记录数据。修复处理后选取相同位置再进行检测，以观察保护修复前后文物色度的

变化。

酸度分析：保护修复前利用Thermo Fisher Orion 3Star 310P-35T（配置8135BNWP平面复合电极）

pH台式测量仪对文物的pH进行检测，检测的部位为右下角空白处，文物样品测4次，取平均值
［2］
，

记录数据。修复处理后选取相同位置再进行检测，以观察保护修复前后文物pH变化。

2.2�检测结果及讨论

2.2.1�显微观察

从放大100倍图中可以看出纸张比较厚实、致密。文物呈棕色，表面有污渍。放大300倍图显示

污渍与文物表面结合紧密，如图3所示。

图3�视频显微镜图

（a）放大100倍 （b）放大3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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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纤维鉴定

从图4可知，文物的纤维多呈扁平带状，纤维表面具交叉场纹孔，经测量纤维宽度为30～50μm，

据此推测此纸张的纤维原料为针叶木纤维，纤维形态如图4所示。

图4�文物纤维图

2.2.3�填料分析

从文物的SEM-EDS结果可以看出，除了纤维所含主要元素C、O外（H在能谱图中不显示），

该纸张中元素Si、Al、Ca的相对含量较高，结合近代造纸工业的发展，推测该纸张样品中可能加入

了高岭土（2SiO2·Al2O3·2H2O）和碳酸钙（CaCO3）作为填料，加入填料的目的是改变纸张的平

滑度和不透明度，改善纸张的性能，便于书写、打印，文物SEM-EDS结果如图5所示。

（a）放大20倍 （b）放大40倍

图5�文物SEM-EDS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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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色度分析

保护修复前对文物的色度进行测量，样品检测三次，具体检测数据详见表1。

表1�文物保护修复前的色差数据

检测部位 编号 �* D* E* �* �

右上角空白处

1 69.51 6.55 37.96 38.52 80.21

2 69.52 6.61 38.73 39.29 80.32

3 68.58 6.21 37.47 37.98 80.60

2.2.5�酸度分析

经检测，文物保护修复前的pH为4.71。纸张酸化情况严重，亟须进行脱酸处理。

2.2.6�讨论

经检测分析可知，纸张颜色为棕色，表面有污渍沾染。文物纸张为针叶木机械纸，加填了高岭

土、碳酸钙等，纸张厚实致密，表面未经过砑光处理。

纸张的酸化是造成纸张老化的主要原因，酸化会促使纸张中的纤维素发生水解反应。发生水解

后，纤维素的聚合度降低，纸张强度随之降低。保藏过程中，纸张中的酸会呈现增长趋势，如不进

行脱酸处理，纸张会出现黄斑、变色、字迹褪色、孔洞、脆化、粉化等病害，严重损害文物的外观

及信息的保存。文物的pH为4.71，表明纸张酸化情况严重，因此亟须进行脱酸处理。

3�选 配 补 纸

3.1�补纸的选择

在选择文物补纸时，需根据文物的纸张性能来决定，最好选取同文物纸张厚度相近、纤维原料

相同、不存在酸化情况的补纸进行修补。

根据检测分析的结果可知，文物纸张厚实致密，为针叶木机械纸，加有填料，选配的补纸

应与文物纸张的性能相近。文物有7处缺失部位、2处断裂部位需要采用补纸修复，但缺失和断

裂的部位都很小，所以主要根据纤维种类、薄厚程度、pH来选取补纸。补纸的机械强度作为辅

助参考。

依据补纸的厚度应略薄于文物的要求且文物纸张为机械纸，选择了三种补纸，分别是白报纸、

高丽纸、机制毛边纸，并对这三种补纸进行了纤维鉴定、pH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三种补纸均未出

现酸化情况，且白报纸的纤维种类为针叶木纤维，与文物纤维种类相同。根据检测结果筛选比对

后，选取纤维种类与文物相同、厚薄程度相近略薄的白报纸来修补文物。三种补纸的检测结果详见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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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补纸检测结果 

种类 纤维种类图 pH

白报纸

针叶木纤维

7.71

高丽纸

阔叶木纤维

7.54

机制毛边纸

草纤维

7.62

3.2�补纸机械性能测试

为进一步掌握白报纸的性能，对其横向、纵向（横向、纵向的判断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区分
［3］
）

分别进行了抗张强度、耐折度、撕裂度的检测。

抗张强度是指在标准试验方法的条件下，单位宽度的纸断裂前所能承受的最大张力。采用

ZB-L立式电脑拉力仪进行检测。根据标准试验的规定制备纸样［4］，横向、纵向测取10组有效数

据，取算术平均值。经测试，白报纸抗张强度横向为0.281kN/m，纵向为1.555kN/m。

耐折度是试样在一定的拉力下进行往复折叠至断裂所需的双折叠次数的对数（以10为底），用

来衡量纸的耐折性能。采用ZB-NZ135A耐折度测试仪进行测试。按照标准试验的要求制备纸样［5］，

由于白报纸横向耐折度较低，拉力不宜过大，故初始拉力设为4.91N。为了对比横向与纵向耐折度

的大小，纵向的初始拉力同样设为4.91N。横向、纵向分别测取10组有效数据，取算术平均值。经试

验，白报纸耐折度横向为1.322，纵向为3.041。

撕裂度是指继续撕开已切口的纸所需力的平均值
［6，7］

，是纸张撕裂强度的一个量度。采用ZB-SL

纸板撕裂度仪进行测试。根据仪器的操作要求，将白报纸按照横、纵两个方向裁成63mm×75mm的长

方形纸样，4张为一组，横向、纵向分别测取5组有效数据，取算术平均值。经测试，白报纸横向撕裂

度为346.0mN，纵向撕裂度为187.8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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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试可知，白报纸的抗张强度、耐折度纵向高于横向，撕裂度横向则高于纵向，说明纵向

比横向容易被撕裂。根据试验结果，针对文物存在的2

处断裂应选择强度较高的纵向白报纸来修补；由于文

物纸张强度弱，避免补纸强度过高与文物纸张相差太

大，应选择强度稍弱的横向白报纸来修补缺失处。白

报纸机械性能横向、纵向对比数据如图6所示。

3.3�补纸染色

在修补前，白报纸还需染色。根据文物纸张的颜色，用国画颜料调色将补纸染成相近略浅的颜

色，具体的操作方法为：调配颜料；用排笔在补纸上涂刷；用吹风机将补纸吹干后，在自然光下观

察文物与补纸的颜色；在调配好的染料中加入少量的胶，防止补纸的颜色脱落；将补纸裁成需要的

尺寸整体染色；染好色的补纸悬挂自然晾干后备用。

4�保护修复步骤

根据文物保护修复原则，结合检测结果及文物保存现状，制定了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在方案通

过国家文物局的审核后，确定了保护修复技术路线：去污→脱酸→平整→修补→保存，具体的保护

修复操作步骤如下。

4.1�去污

去污包括除尘和清洗两个步骤。除尘是物理方法，用软毛刷轻轻刷去浮尘等污物。该文物表面

污渍不严重，用羊毛软刷轻轻刷去表面浮尘即可。经过除尘后，文物表面还残留一些与纸张结合得

更牢固的污渍，需要进一步处理。清洗一般采用去离子水对文物整体进行润湿，然后用毛巾轻轻在

文物表面滚动，除去污渍。本次修复的这件文物表面有铅笔、钢笔、印泥字迹，这些字迹与纸张结

合得不是很牢固，并且钢笔字迹遇水很容易扩散，故采用有机溶剂乙醇在有污渍的地方进行清洗。

清洗前，选取在文物右上角污渍处做清洗试验，确认乙醇对文物纸张无影响后，对污渍处整体清

洗。乙醇挥发快，不会在文物上形成水渍。

4.2�脱酸

该文物表面有大量的文字，右下角有钢笔书写的蓝黑墨水字迹，钢笔字迹遇水容易发生扩散，

故采用南京鼎纳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BookSaveR无水纳米氧化镁喷雾脱酸液进行脱酸处理。中国国

家博物馆、山西博物院都使用这种脱酸液对纸质文物进行脱酸，该脱酸液脱酸效果良好。

整体脱酸之前，在文物表面选取空白处、铅笔字迹、印泥字迹、印刷油墨字迹、蓝黑墨水字迹

做好标记后做脱酸试验，用脱脂棉蘸取少量脱酸液涂抹在选取的试验点上，自然风干后观察到文物

字迹未发生变化。随后进行整体脱酸，采用的喷涂工具是日本进口的精密喷壶，该喷壶喷出的水雾

致密且均匀，可确保脱酸液均匀喷涂在文物表面。脱酸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放在通风橱内将文物

放在一块白色的毛巾上；将脱酸液加入喷壶后摇匀，调整喷出液体的多少；喷壶对准文物，按压后

图6�白报纸机械性能横、纵向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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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酸液均匀地分布在文物表面；关上通风橱待文物自然干透；取出文物，用软毛刷清除表面多余的

固体颗粒。脱酸后，将文物放置24h，选取检测前相同位置检测pH。经过无水纳米脱酸液处理后的

文物，文物字迹没有受到影响，纸张酸化情况大大改善，pH为8.55，为弱碱性。

4.3�平整

根据最小干预原则，采用物理方法对文物的折痕进行平整。文物脱酸后，折痕、褶皱处有一定

的伸展，再放入压书机中整体压平。放入压书机之前，用宣纸将文物包好，避免文物受到摩擦等第

二次伤害，压平的时间为一天。

4.4�修补

采用传统古籍修复的方法对文物残缺、断裂处进行修补。首先是制作修补时黏接文物和补纸的

糨糊，在糨糊中加入少量的明矾，防止糨糊生虫（放入明矾的量不宜过多，以防引起纸张酸化）。

将染好色的补纸裁剪成残缺处的形状，在残缺处的边缘薄薄涂上一层糨糊（糨糊浓度不宜太高，防

止因伸缩率不均引起补纸皱褶），把补纸黏接上去。粘牢后，待糨糊半干，用调刀将接口处刮薄，

调刀锋利度适中，不会损伤文物。左上角断裂处的处理方法结合书画装裱中的贴折条方式，将补纸

裁成5mm细条，按照裂口的形状把文物拼接好后，用补纸蘸少量糨糊固定，再用调刀将补纸刮薄。

4.5�修复后色度检测及色差计算

完成上述保护修复操作后，选取检测前相同位置再次对文物的色度进行检测，对比修复前后文

物色度的变化，具体检测数据详见表3。

表3�文物保护修复后的色差数据

检测部位 编号 �* D* E* �* �

右上角空白处

1 69.07 6.95 36.95 37.90 79.43

2 69.01 6.92 37.04 38.98 78.55

3 69.35 5.96 39.27 36.96 80.52

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经过去污、脱酸、平整、修补后的文物色度相较保护修复之前变化不明

显，修复后亮度稍有变暗，彩度�*与色相�的值也略有降低，说明修复后文物表面色彩艳丽程度稍

有下降。通过计算文物修复前后的色差可知，Δ�为0.34，Δ�≤0.5，符合色差变化的要求，色差

的计算结果详见表4。

表4�色差计算数据

色度值 修复前平均值 修复后平均值 差值

�*
69.20 69.14  0.06

D*
 6.46  6.61 −0.15

E*
38.05 37.75  0.3

4.6�保存

修复完成的文物用宣纸小心包好，再次放入压书机中压平，待文物完全平整后，取出放入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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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酸纸囊匣中保存。囊匣中放入文物保护专用的纤维调湿剂以调节囊匣内部的湿度，更有利于文

物的长久保存，保护修复后的文物现状如图7所示。

图7�保护修复后文物图

结��语

本次对1943年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海外汇款单的保护修复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修复前，对文物进

行了显微观察、纤维鉴定，填料、色度、酸度的分析，确定文物纸张为针叶木机械纸，加填了高岭

土、碳酸钙，有残缺、折痕、字迹模糊、酸化等病害。在文物保护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古籍修

复的方法对文物进行了保护修复处理。最终使文物残缺部位复原、折痕处变得平整、pH由4.71变为

8.55，酸化大大缓解，修复前后色度也无明显变化，最后定制囊匣存放文物。经过保护修复处理，

文物病害得以消除或控制，纸张耐受力增强，文物寿命大大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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