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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邹一桂（?）仿宋人工笔花鸟绢本图轴》的 

修复

——中国书画修复中绢本画全色出现泛色问题的探究

徐婉玲�傅志勇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上海，201620）

摘要�本文针对《清邹一桂（？）仿宋人工笔花鸟绢本图轴》的修复过程，通过对该画现状检查、

问题分析、实验观察，发现作品修复前存在断裂、折痕、缺损、泛黄、返铅等问题，并且有明显被

前人修复过的痕迹。修复过程中通过绢本材料、全色颜料的分析以及补绢材料的选择等，阐述了绢

本画全色出现泛色的原因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另外，本文还介绍了什么是全色，并阐述了对绢本

画修复过程中出现泛色问题的研究对于文物保护和修复的意义。

关键词�书画修复�全色�泛色�文物保护

引��言

《清邹一桂（?）仿宋人工笔花鸟绢本图轴》，画芯残长169.3cm×60.3cm，该画为绢本工

笔重彩画。因绢料较为稀疏，所用颜料少量附于绢丝上，多附于命纸上，后因前人修复不当，揭

去最原始的命纸，导致本件作品的画意大量缺失，多处无法分辨，并有泥垢陷入绢丝细缝。另

外，由于年代久远，文物本身自然老化，绢丝出现严重歪裂、跑丝、并丝、脆化等现象，厚重的

颜料也出现严重剥落、缺失、泛黄、返铅等现象，从而增加了此次绢本画的修复难度。因此本件

作品所制定的修复方案有所不同，例如，采用网网绢整托作为作品新的命纸，采用单丝全色的方

式代替整处全色等。本文以此次修复作品为例着重于描述绢本画修复中全色出现泛色问题的课题 

探究。

1�修复作品的原始状况

所修复作品病害分布图可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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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复操作报告

修复者姓名：徐婉玲

修复者单位：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修复日期：2017年7月11日至2018年1月2日

2.1�去除原装裱，清洗画芯

清洗过程：①将裁减好的画芯正面朝上平铺在擦干净的工作台面上；②用排笔蘸取水分，将画

芯正面整体淋上清水清洗（注意：水分要均匀、饱和）；③将半干湿毛巾卷成圆条状，从画芯中心

往外扇形滚出多余水分，并滚平在桌面上。

以上动作进行三次，直至毛巾吸出的水明显变脏、变黄。

图1�病害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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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固定画芯

固定画芯是方便画芯在揭去覆褙和命纸后避免跑丝，也方便画芯翻面。

固定步骤：①将糨糊用鬃刷均匀地刷在水油纸上，将水油纸刷平在桌面上；②将刷上糨糊的水

油纸逐个平刷在画芯正面（注意：水油纸和水油纸的接缝处不能留空隙）；③在水油纸背后用糨糊

刷上一层合好的双层宣纸；④用鬃刷排实后将画芯翻到覆褙面朝上，画芯正面朝下，用鬃刷刷平在

干净的桌面。

2.3�揭覆褙、命纸

旧覆褙与命纸已经失去对画芯的保护作用，甚至和画芯一样受到污染，带有污渍和霉斑，去除

旧命纸是对画芯的保护和避免画芯的二次伤害。

操作步骤：①将拧干的湿毛巾盖满整张修复作品上，在开始揭覆褙的地方揭开毛巾（此步骤为

了避免揭覆褙的同时其余处晾干，要保持整张修复作品的干湿度均匀）；②用镊子辅助将画芯背面

的覆褙揭去后揭去命纸。

注意事项：在揭覆褙、命纸过程中，使用喷壶保持整张画面的干湿均匀，在短时间内揭去命

纸，避免发霉，造成画芯的二次伤害。

在揭命纸过程中发现命纸和画芯中有补绢痕迹，判断由前人修复所致，且命纸带有少量颜色，

经过讨论，为去除前人修复过程中发黑的补绢，为了避免作品二次伤害，决定去除命纸。

2.4�补洞、托命纸、上墙

对于绢本画修复，补洞方法有局部补绢和整托补绢，因画芯的绢丝过疏，采用网网绢整托作为

绢本画的补绢和命纸，便于更好地固定画芯绢丝，保护画芯。将网网绢打胶矾水／豆浆水是为了在

全色时，颜色不会在补绢上化开，影响全色效果。在上墙前背后吸一张比画芯小的宣纸，为了使画

芯和板面接触时不会黏合，全色时更方便。在上命纸前用刀刮去洞口跑丝的绢丝。

操作过程：①将托好的网网绢染上与揭去命纸的修复作品画芯相近的颜色（颜色要比画芯浅，便

于全色）；②将染好色的网网绢利用胶矾水／豆浆水做熟，避免漏矾，然后放在毛毡上晾干；③将配

好的网网绢作为新命纸与补绢均匀地刷上糨糊，用鬃刷刷在画芯上（事先在画芯上适当、均匀地喷洒

一些清水），四周贴上助条；④将画芯翻到正面，揭去正面的水油纸；⑤在画芯反面吸一张比画芯

小一圈的两层宣纸，拍浆上墙。

注意事项：糨糊不能刷得过薄，绢和绢黏合时需要中等厚度的糨糊。

2.5�全色、接笔

全色是为了补全画面缺损部分，提升画面的完整度。

接笔是尽可能补全画意，达到更好的观赏效果。

用天然植物颜料、矿物颜料、墨汁、锡罐颜料（根据情况而定）配比出画芯需要的颜色，用羊

毫笔或狼毫笔进行全色、接笔，先全色后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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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染料、托覆褙

对画芯进行装裱前材料准备，有利于作品保护、提升观赏效果，便于张挂、展示。

操作步骤：①对画芯进行测量，配比出合适的装裱材料尺寸；②对装裱材料（绫、绢）进行染

色，托上命纸；③根据尺寸托好覆褙。

注意事项：因为画芯过脆，不适合卷轴，所以裱成镜片，为了更好地保护画芯，将覆褙托成五

层宣纸（棉料）厚度。

2.7�镶画、托覆褙

为了使作品更美观，便于展示、张挂，提高观赏价值，也为了更好地保护作品，对作品进行

装裱。

操作步骤：①画芯启下后，留出助条，将画芯裁方正；②用事先准备好的装裱材料裁好尺寸后

（托染好的绢、绫）镶在画芯上；③将准备好的覆褙托在画作背面，拍浆，上墙。

2.8�砑装

为了使画作更平整，需要做最后工作——砑装。

操作步骤：①用蜡打磨后用砑石上下反复砑四次；②裁方正、装框。

3 �中国书画修复中绢本画全色出现泛色问题的探究

3.1�修复论点概述

3.1.1�绢本画修复中补绢的结构分析与选择

3.1.1.1�绢本画修复中补绢的结构分析

中国书画绢本画绢的种类有很多种，画绢的织法、密度以及绢丝的粗细、圆扁的不同都会影响

补绢的选择方向，另外作品年代的不同，破损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修复的难度和修复材料的选择。

所以在清洗前，选择合适的补绢和命纸是成功的第一步。

选择合适的补绢除了要靠运气和积累以外，还要对作品本身所用绢丝材料的结构、年代、材料

等进行研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提高补绢和作品原绢的匹配度。

中国古代早期最重要的两种书画载体是竹木简和丝帛，由于它们各自的质地和形状等因素的不

同，又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书与画。竹木简呈条状，丝帛则呈片状，前者多用于书写，后者则多

见于绘画，这两件书画载体是书绘材料进展历史之大观。

而在中国早期文明中，与丝帛并用的书画载体其实非常多样，如玉、骨（甲骨、兽骨）、金

（实为青铜）等，而并非是竹木简。丝帛的发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一大进步，也是早

期人们精神生活的产物。作为世界上最早有蚕、植桑、缫丝、织绸的国家，丝帛在中国有着悠久的

发展历史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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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绢丝多泛指蚕丝。而在现代的绢丝中，开始分为交织绢丝织物和纯绢丝织物。它们根

据绢丝制作原料的不同来区分，可以分为柞蚕丝绢丝、木薯蚕绢丝和桑蚕绢丝等。每种不同的绢丝

都是由不同材质的蚕丝织造而成，而每种蚕丝所织造的绢丝也都有它们独特的展现效果，无论是从

反光程度、手感或者质地去观察，都会有略微差别存在。

不仅仅是绢丝的织造方法在日益更新，织造绢丝的机器也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更改、进步。

早期，人们简称织绢机器为绢机，也就是过去织丝绸用的。当时的绢机使用木头织造而成，棱角

分明，方方正正的。而现在根据产量和时代进步的要求，织绢的机器的基本要求都开始自动化、

机械化、工厂化，手工织绢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历史”，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过去的年代里，绢

都是织工们用自己的双手配合着绢机一针一线完成的。绢就是以绢纱或纱线为原资料，以平纹安

排编织的商品，而绢纱就是选用蚕丝的短纤维通过纺纱而再生制成。所以丝绸类的绢包含绢纱

和绢线制品。绢的质地相对严密，绸面细洁、润滑、平挺，光泽柔软，故多用作装饰品和服装 

材料。

绢的制作工艺大多是将丝线作为经丝、纬丝交织制作而成，可大体分为生织和熟织两大类，用

于绘画和服饰的材料。生织是丝线经编织后染色而成，熟织是丝线经染色加工后再编织而成。由于

每类绢的生产过程、制作工序、织造材料的不同，它们的应用方向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用作绘画

的绢多数归为生织类。从制造工艺的角度去考究，随着朝代文明等各类原因的多样化，每个朝代的

制造工艺也各有其特色之处，汉代以前人们作画均是画在较细密的单丝织绢上，五代到南宋时期的

丝绢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2］。也就使得双丝绢出现，双丝绢的经线是每两根丝为一

组，每两组之间约有一根丝的空隙，纬线为单丝。元代绢与宋代绢相比就显得粗一些，不如宋代的

绢细密，呈现的效果相对稀松很多。而明代绢质量较低，主要体现在质感粗糙，绢也比较稀薄。由

此可见古代丝绢有的粗糙稀松，有的整齐致密，各有其优劣之处。

3.1.1.2�绢本画修复中补绢的选择

不同的织造方式也形成了不同纹路的画绢，无论是从手的触摸感知还是眼睛的视觉感官上都有

很大的不同，由于绢的种类与制造方法的多样性，在绢本书画的修复过程中，更需要认真地比对修

复作品所用丝绢的经线、纬线的特点，然后根据对其的研究和理解采用经线、纬线相同或相近的绢

作为补绢，使选择的补绢的经线、纬线与修复作品原本的经线、纬线连接自然（补绢与修复作品原

绢的经线和经线相连，纬线和纬线相通，并且要与修复作品原绢的经线、纬线间距一致）。不要小

看这些细节步骤，一幅作品的成败往往体现在这些细节步骤中，所以每一位修复师在修复过程中都

要有十足耐心，全神贯注、细心地应对每一个看似容易的步骤。从上述丝绢的多样性、年代性的角

度去分析，对于书画修复来说，修复者需要了解不同朝代的绢的特色，所谓“对症下药”，也就是

专门针对每一幅修复作品去寻找其织造工艺、年代、特色相对应的补绢。只有达到这个要求，对于

绢本画的修复才能称得上精益求精。

另外，补绢的褒光与修复作品原绢的褒光也需要较高的匹配度。在古玩行业中有一个专业术语

是“包浆”，指的是物体表面因长时间地氧化而形成的氧化层。“包浆”指的就是“光泽”，专指

古器物经过长年累月之后，在表面形成一层自然的光泽。不止文中所提到的绢本画，包括宣纸材质

书画、瓷器、木器、铜器、玉器等都可以形成包浆。包浆承托着岁月，物件年代越久远，形成的包

浆就会越淳厚，所以在中国画的修复过程中，残余的部分绢、纸上也有包浆，都需保留，可用于补

洞，年代相近的补绢、补纸在褒光程度上相近，也有利于全色。其实在传世字画、古籍善本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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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并不具有“油性”，但也会出现包浆。

随着时间的积累，文物经过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画绢缝隙中就会进入很多不明的填充物，如泥

土（随葬书画中出现较多）、灰尘、昆虫尸体等不明物体。在这些不明填充物的影响下，也为选择

补绢提高了一定难度。

综上所知，补绢要求必须做到“三接近”：①补绢的自然褒光与画芯本身接近；②补绢的颜色

与画芯的颜色接近；③补洞的绢丝与画芯的结构接近
［3］
。因为旧绢本画本身颜色较深，画芯本身

材质相对纸本较厚，容易酥脆，所以选择合适的命纸颜色、材质以及糨糊的厚薄都是至关重要的步

骤。绢本画命纸往往会略比画芯深一层，容易托显画作原本的神采，材料多用棉连，糨糊相对纸本

略厚。

另外，绢本的补绢方法除了局部的补绢，也有整托的方法。在修复作品断裂与缺损较为严重，

绢丝跑丝，无法完整地将绢丝利用局部补绢固定的情况下，多用整托绢的方法。

3.1.2�全色

中国绘画基本都是在宣纸和画绢上进行创作的，因为保存方法的不妥善、天气的干湿、霉斑的

侵袭等各种原因叠加，本身脆弱的材质出现霉斑、形变、断裂、缺损等不可逆等损伤。中国书画修

复是为了尽可能“医救”已经惨不忍睹的残破作品，恢复它的基本原貌。

在修复过程中，有一项工序称为“全色”。全色有两个意思，一是完整残缺的画意；二是完整

残缺的画面。画芯有破损的情况下，在补缺用的纸或者绢上使用墨色填入与原本画芯相同的画意及

基本底色色调，这就是全色。

全色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作，不仅要求修复人员有熟练的技巧、合理的方法，还需要对色彩具

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根据修复材质的不同选择合适的全色颜料，对画面有合适的色彩分

析、对画意有正确的补缺，是全色的基本要求［4］。全色的技巧则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包括用笔

的选择、用笔的方法、颜料的选择以及颜色的调配等。只有正确的方法和熟练的技巧，才能使全色

后的作品恢复它的原貌，取得满意的效果。

3.2�绢本画全色过程中出现泛色现象的基本情况阐述与分析

3.2.1�绢本画全色过程中出现泛色现象的几种可能原因

在中国书画修复过程中，全色结果是需要时间考验的，颜料会根据各种外界因素而产生不同的

变化，如发黄、发黑等，统称泛色，而绢本画出现泛色的概率高于纸本画，绢本画全色出现泛色问

题是由于以下几种不恰当的选择：①补绢的选择；②补绢的吸水性（打胶程度）；③补绢表面的糨

糊层；④全色颜料材质的选择；⑤颜料的调配以及颜色的选择。

3.2.2�绢本画全色过程中出现泛色现象的原因分析

3.2.2.1�补绢的选择

每一幅绢本修复作品选择的画绢材质的不同（绢丝的材料以及织法等因素）会导致作品自然褒光

程度不同。从各个角度观察绢丝的反光程度以及颜色都会有所变化。因此，在绢本画的修复过程中，

补绢的绢丝织法以及材质都要严格按照原画芯去比对选择，尽量做到所呈现的自然褒光程度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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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补绢的吸水性

绢本画全色与纸本画的全色最大的不同就是材质，绢本身就是密度较高的材质，修复过程中补

绢的颜色需要根据修复作品的画芯颜色情况染出基本接近的颜色。染绢大多采用中国画颜料调配明

胶进行染色，颜色越深，加染的次数越多，明胶的量就越高，另外在染好的补绢上还要再打一层胶

矾水或豆浆水，为了使补绢的生熟程度与画芯本身的生熟程度接近，补绢的生熟程度影响补绢的吸

水程度，所以在两种步骤的交替下，补绢本身胶的程度就会提升，从而影响全色过程中颜色在材质

上的吸附能力以及颜色的反光程度，也影响着颜料在时间考验过程中与外界空气的接触面的大小，

从而导致颜料的氧化程度不同，颜色发生变化，出现泛色现象。另外，吸水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全

色过程中颜料在补绢上的吸附能力，从而影响全色效果。

3.2.2.3�补绢表面的糨糊层

在补绢利用的过程中，补绢表层残留的糨糊层会影响全色过程中颜色的覆盖率。在全色过程

中，如果补绢表面的糨糊层过厚，颜色就会大量覆盖在糨糊层，而不是覆盖在绢面上，颜色无法往

下渗透，固然会出现全色泛色现象。

3.2.2.4�全色颜料材质的选择

中国画使用的颜料主要分三种：植物颜料、矿物颜料、锡管颜料（化学颜料）。植物颜料主

要有藤黄、花青、胭脂等。矿物颜料主要有石青、石绿、石黄、赭石、朱砂、朱膘等。而锡管颜

料大多是化学合成颜料。这些颜料都各有缺陷：植物颜料是透明色，可以相互调和使用，覆盖能

力差，色质不稳定，容易褪色；矿物颜料是不透明色，相互不能调和使用，覆盖能力强，色质稳

定，不易褪色；锡管颜料虽使用方便，但容易出现胶色分离现象，色质不稳定，容易褪色，干后

无法使用。

在中国古书画修复过程中，为了使呈现的效果更接近完美，颜色更饱和，全色的颜料多为矿

物颜料和植物颜料。但矿物颜料与植物颜料在使用的过程中往往要调配胶才可以使用的，胶越厚

重，吸附能力越高，从而反光程度也越大。当然，也有选择锡管颜料进行全色的，锡管颜料与矿

物颜料和植物颜料的分子结构不同，用的胶不同，导致颜料与外界的接触面不同，化学反应也会

有所不同。 

当然，选择矿物颜料与植物颜料全色也是有根据和原因的。传统的中国画颜料，一般分为矿物

颜料与植物颜料两大类，从使用历史上讲，应先有矿物后有植物，就像用墨先有松烟后有油烟。远

古时的岩画上留下的鲜艳色泽，化验后发现是用了矿物颜料（如朱砂），矿物颜料的显著特点是不

易褪色、色彩鲜艳，看过张大千晚年泼彩画的大多有此印象，大面积的石青、石绿、朱砂能使人精

神为之一振。植物颜料主要是从树木花卉中提炼出来的。修复作品中时间久远的字画多用的是矿物

颜料和植物颜料，为了使全色后的修复作品颜料所产生的变化在时间的见证下与原作相近，全色颜

料大多是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

3.2.2.5�颜料的调配以及颜色的选择

不同厂家的颜料往往会有不同的材质添加，在颜料调配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融合效果，如

矿物颜料与植物颜料的调配、锡管颜料与植物颜料的调配、植物颜料与植物颜料的调配产生的融

合程度会有所不同，颜色效果和泛色程度都会有所影响，其原因是其制作材质不同、化学反应不

同等。

颜色的选择也会影响颜色的变化，在全色过程中，多数采用赭石、藤黄、墨进行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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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如何解决绢本画全色出现泛色问题

3.3.1�如何解决绢本画全色出现泛色问题的难点分析

根据综合上述绢本画全色过程中出现泛色现象的几种可能原因以及原因分析，了解到每种原因

都有不可控制的因素。

3.3.1.1�补绢的选择

修复作品的绢本材料的褒光程度可能是由时间积累中物质影响所导致，每个时段不同，绢丝

的材料和织法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所呈现出的效果也不同，所以要做到补绢和画芯本身材质基本相

近，需要修复过程中对材料的不断采集和积累。

3.3.1.2�补绢的吸水性

补绢的颜色根据清洗后画芯的颜色进行判断，在补绢染色的过程中，需要的颜色越深，加染的

次数就容易增多，从而导致胶越重，在根据比例调配的状况下，胶本身的黏稠程度、补绢加染的次

数、胶对补绢材质的吸附能力都是影响胶的轻重的影响因素，也是不可控因素及难点。

在打胶矾水的过程中，根据比例调配的状况下，空气的干湿程度也会导致补绢对胶矾的吸收程

度有所影响。

3.3.1.3�全色颜料材质的选择

植物颜料、矿物颜料以及化学合成颜料，在加工过程中都会受不同的外界因素影响，使用过程

中使用胶的浓度都是不可控因素。

3.3.2�解决绢本画全色出现泛色问题的方法及实验类比

中国书画修复的每一个步骤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在修复进行前要制定修复方案，此外每一个

步骤都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以最安全、最适合的方法进行修复，每个步骤都要细心、耐心，因为

每个步骤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任何纰漏都可能影响下一个步骤的进行。

每一种解决方法都要根据不同的原因进行选择分析，即“对症下药”。

3.3.2.1�补绢

针对补绢选择方面的解决方法：①对修复作品进行年代分析，寻找相关资料，了解作品年代绢

的材料以及织法特色，根据材料分析，寻找同年代绢本修复作品残余材料作为补绢。本方法要求较

高，实现率较低，需要修复过程中对材料的不断采集和积累。②用放大镜观察修复作品画芯的绢丝

的织法，寻找相近的新绢进行染色，尽可能做到材质、绢丝织法以及粗细相近。

材料：接近作品本身的绢（包括年代、织法、褒光程度）、新绢。

实验过程：①在准备好的两种补绢上打上同比例的胶矾水（做成熟绢）；②在两种补绢背后托

一层相同的命纸；③用相同的颜料及颜色在两种补绢上进行颜色覆盖；④24h后，观察两种补绢上

颜色变化，对比两种补绢上颜色的不同，并选择与作品更接近的补绢。

实验结果：与原作品接近的补绢在形制与颜料呈色上都相对接近原作品，对修复过程中全色有

更好的诠释，初步判断，绢本画全色泛色与补绢选择有一定关系。

3.3.2.2�补绢的打胶程度

针对补绢的打胶程度方面的解决方法：①按照适当的比例来调配染色水和胶，在材料上避免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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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重；②染色水的颜色尽量与需求的颜色相近，避免多次染色，从而减少胶的叠加；③选择适当天

气，调整好工作室的干湿度，在适当的干湿度下打胶矾水（豆浆水），避免多次打胶矾水，减少胶

的叠加。

材料：两块托好命纸且相同的补绢，一盆7∶3的胶矾水。

实验过程：①在两块补绢上均匀地打一次胶矾水，晾干；②晾干后，将一块补绢两次重复打胶

矾水及晾干过程；③在晾干后的两块绢上进行相同颜料及颜色的全色；④24h后，对两块绢上的颜

色进行观察及对比，并与原作品进行对比。

实验结果：多次打过胶矾水的绢不仅质感上相对比较酥脆，颜色的吸附性也比较差，容易出现

反光现象，颜色饱和度也与只打过一次胶矾水的绢有明显不同，所以推断绢本的打胶程度对绢本画

全色有影响。

3.3.2.3�补绢表面的糨糊层

针对补绢表面糨糊层方面的解决方法：①出浆（用手指肚搓出补绢表层的糨糊层）；②在补绢

运用工序中降低糨糊的厚度，尽量针对每一个步骤以最合适的浓稠度去操作；③用毛笔蘸取温开水

局部清洗（水分含量控制在水无法从画面往下流的状态）。

材料：两块相同的绢、一盆糨糊、颜料、毛笔。

实验过程：①在两块相同的补绢上覆盖一层水和浆的比例为6∶3浓稠度的糨糊，并且晾干；

②将其中一块有糨糊的绢进行出浆（用手指肚搓出补绢表面的糨糊层），另一块保持原样；③用

相同的颜料调制出颜色后分别在两块绢上全上颜色；④24h后观察，两块绢上哪一块出现了泛色

现象。

实验结果：出浆的补绢颜色的覆盖性比较强，颜色没有明显变化，而未出浆的补绢，颜色基本

覆盖在糨糊层上，出现了明显的泛色现象，所以经实验判断，全色出现泛色问题与补绢表层的糨糊

层有一定关系。

3.3.2.4�全色颜料材质的选择

针对全色颜料材质的选择方面的解决方法：选择多种中国画颜料进行实验，在相同的补绢材料

上进行全色，经过一两天时间后，观察每种颜料全色后的颜色是否有泛色现象，选择泛色变化最微

弱的全色颜料进行修复（不同的修复作品采用不同的补绢和相适应的全色颜料）。

材料：矿物颜料及植物颜料、锡管颜料、相同的绢（托好命纸、打过相同次数及相同浓度的胶

矾水）。

实验过程：①用矿物颜料、植物颜料和锡管颜料相同的颜色分别在相同的补绢上进行全色；

②放置在相同的环境下，24h后，对两块绢上的颜色进行观察及对比。

实验结果：两块绢上的颜料细腻程度不同，颜色光泽与饱和度也有明显差别，所以推测颜料的

选择对全色后呈现的效果有影响，但对绢本画全色出现泛色问题没有说服力。

3.3.2.5�颜料的调配以及颜色的选择

针对颜料调配以及颜色选择方面的解决方法：在确定全色颜料的状况下，在剩余补绢上进行全

色实验，观察两天是否发生泛色，选择合适的颜色后，做好全色色卡和调配的材料记录，保证实验

所用颜色与实际全色时一致。

材料：相同的补绢、相同的颜料。

实验过程：①在确定全色颜料的状况下，调配出两种相同色度但不相同的颜色，分别涂在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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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补绢上；②在相同的环境下放置，24h后进行观察及对比。

实验结果：经过24h后，墨色更重的颜色饱和度降低幅度较大，而颜色鲜艳的颜色饱和度降

低幅度略小，所以推测颜色的选择与调配方式，对全色后呈现效果和绢本画全色出现泛色问题有

影响。

3.4�对于绢本画修复过程中全色出现泛色问题的探究意义

中国画修复过程中有很多步骤是必不可少的，全色是修复恢复作品样貌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这一步骤其中一个目的是减少观赏者欣赏画作的视觉干扰，在全色过程中若出现颜料泛色问题，

会直接影响观赏者的视觉效果，使观赏者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被反光吸引，从而导致欣赏趣味降

低。所以解决绢本画修复过程中全色出现泛色问题从修复作品的完整角度和观赏角度都是有着一

定存在的意义。

结��语 

从此次对中国书画修复中绢本画全色出现泛色问题的探究过程中，得出以下结论：在中国修复

中，每一件作品的损坏程度、画芯材质、年代等因素的不同都会影响作品修复方案的制定，好比每

一位患者都有根据自己状况定制的医疗方法一样。问题也许会反映在很小的一个步骤上，需要修复

人员在修复过程中细心观察，以最安全、最适合的方案去解决每一幅修复作品。修复过程中的每一

个步骤以及每一个小细节都是完成成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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