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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修复古旧书画中贴折条的利弊分析

朱庆贵

（南京博物院，江苏南京，������）

摘要� 在修复古旧字画中，为了加固画芯断裂处，一般采用贴折条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利有弊，通

过观察分析，原先贴条的边沿会形成新的断印，故称“二次折痕”。本文针对纸张的质地、装裱工

艺及后期的保存条件，从内因、外因及工艺三个方面，进行调研考察分析，总结出与二次折痕的产

生具相关性的各种原因。�

关键词� 二次折痕� 纸张� 贴条

中国传统书画的特有材质以及卷曲的保存方式，使它经历了长期保存之后，画芯便会产生折

痕，甚至断裂，这种现象难以避免。书画装裱界目前依旧采取给画芯褶皱、开裂处贴折条的传统方

法，来加固画芯的受损部分。实践证明，画芯折损处受折条加固的同时，又会因为折条的介入，使

折条的边缘产生新的折痕，这种有别于画芯在折条加固以前就已形成的折痕称为“二次折痕”。

尽管装裱业内早已得出共识：给画芯贴折条的加固保护会加剧画芯的受损程度，但是目前尚无

科学可行的替代新方法和新材料，对于画芯同类受损情况的保护，贴折条依旧是主流手法。

在对本院馆藏书画的修复以及对曾在我院修复过的书画进行回访考察的过程中，笔者尝试从纸

张质地、装裱工艺以及后期的库房及展出环境等多个环节中，寻找并总结出与二次折痕的产生有关

的各项因素，从而在不改变装裱技法及材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二次折痕的产生概率，使得

受损画芯能得到最佳状态的加固保护。

����以笔者多年书画装裱修复的工作经验为根据，现将画芯在长期存放下的起皱、开裂以及由此

所贴折条而产生的二次折痕的各项成因，归纳为纸张本体因素（内因）、装裱工艺因素（工艺）、

库房及陈列环境因素（外因）三大因素，以下详细说明：

�� 纸张本体因素——内因

�）纸张质地

古旧书画的质地，一般分为纸本和绢本两类。在众多的纸质品中，宣纸以它薄、柔韧且耐保存

的特点而备受青睐。的确，宣纸耐久性好的主要原因是与纸的S+有密切关系［�］。据测定，宣纸的

S+ ���～���，呈中性或偏碱性，保持这种“状态”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但是，根据笔者实际接触的古旧书画的保存情况来看，但凡卷曲保存的书画，都普遍存在折

痕，有的折痕处甚至通体断裂或掉落。册页类的书画作品能得到较好的保存，但是这类藏品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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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并不大，所以画面产生折痕是多数古旧书画都会存在的普遍现象。

笔者认为，古旧书画在长期保存之下产生折痕，然后在修复过程中对此贴折条加固，到最后二

次折痕的产生，除了无法改变的卷曲保存方式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外，书画自身的纸张因素也是重要

的诱因：

由于古旧书画往往经历了多次的修复装裱，其宣纸原有的纸张性能早已发生改变——在修复过

程中，大量使用到明矾在长期的保存中发生水解，产生的硫酸使纸张酸性增加，造成植物纤维的强

度降低，于是纸张开始变脆、断裂。同理，熟宣的保存效果往往远不如生宣，原因就在于此。关于

明矾对S+的影响，笔者将在本文�中详细谈到。

�）帘纹对纸张强度的影响

宣纸在抄纸过程中，需要用到帘床抄纸器，用以过滤纸浆中的多余水分，将纸浆成型，形成

湿纸。帘床需由专门的篾工编制。编帘所用的竹子，专挑苦竹，别的不行。苦竹的特点是：竹节较

长，质地坚挺，纹理笔直［�］。当湿纸干燥成型后，这些由帘床纹理造成的印痕，便成为宣纸特有

的纸张纹理（图�）。

宣纸的帘纹分为横向的竹条印痕和纵向的

丝线印痕。由图�所见，颜色较浅的交错网格，

就是帘纹；由于不同的制作工艺，纵向丝线

的间距排列并非一律等距，如图�所示：�%、

%&、&�、�(、()、)*�、*+各段之间呈明显

的不等距分布，当然，不等距的排列方式并未

给纸张的强度造成影响，但是笔者推断，帘纹

的通透处由于厚度较薄，所以强度减小，在弯

折时，更容易褶皱受损。

图��是笔者绘制的宣纸帘纹剖面图：无论

是竹条还是丝线，在抄纸后都会给宣纸表面

形成印痕，其凹陷处正好就是帘床上竹条及丝线的表面形状。对于帘纹的解读，也有学者持其他�

看法：

由于手工捞纸采用了竹帘，因此当提调的一瞬间水从竹丝间漏去，便使部分纤维被带

到空隙处积存起来，造成了竹丝间积存的纤维的密聚度比竹丝处交织的纤维稍大一些（注

意，两者的密聚度不同，而纸的厚度相同），于是乎纸内出现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这

种由竹帘造成的条纹叫做帘纹［�］。

对于帘纹上相对透明处的结构，到底是有

帘床造成的凹陷印痕，以致厚度减小而相对透

明；还是因为密聚度不同而产生的透明，目前

皆未经过精准的科学测验。但是相对透明的结

构必定会使它的强度下降，在收卷存放时，不

应排除它对纸张产生折痕的可能。

图�� 宣纸的帘纹

图�� 宣纸帘纹的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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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裱工艺因素——工艺

装裱工艺在三大因素中，跟书画修复和保护的直接关联性最大，由于装裱的过程步骤繁多，

从中产生的各种可变因素会使最终的修复结果产生较大浮动，即同一时间段内装裱的同类质地的书

画，会因为装裱工艺中某些变量的不一致，产生截然不同的修复结果。所以，能用科学的手段给各

种工艺因素精确定量，是缓解二次折痕产生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业内亟需解决的重要难题。

�）浆糊浓度

书画传统装裱所用黏合剂，基本是以小麦粉（淀粉）制成的浆糊为主。制作浆糊需要加热“制

浆”，即“糊化”。糊化的本质是水和高能量的热破坏了淀粉分子内部彼此间的氢键结合，使分

子混乱度增大，糊化后的淀粉�水体系直接表现为黏度增加［�］。装裱过程中，纸张与纸张之间的黏

合，就是利用了淀粉的这一特性。

由于装裱过程中不同的步骤需要的浆糊黏度不同，因此通过往调制好的浆糊中增加清水量来加

以稀释，最终获得不同黏度的浆水。至今，浆水浓度的调节标准依然凭借经验，所以，一旦浆水偏

稀，纸张之间黏接牢度不佳，容易开壳；偏浓又会使浆水干燥后，造成纸张硬化，这两种结果都能

使装裱后的书画在收卷过程中产生褶皱，若已有折条加固，就无法避免产生二次折痕。

另外，尽管小麦面粉浆糊具有良好的装裱特性，但其成分中的原淀粉和蛋白质是微生物和一

些昆虫的食物源，在存放过程容易腐败，随后便有装裱师在浆糊中加入明矾。从业界长期实践操

作中发现明矾可以明显提高浆糊的质量［�］。明矾却加重纸张的酸化程度。所以，传统书画装裱中

浆糊的调制工艺，需要以现代的科学手法对其的原料选择、制作工艺、防腐抗虫等多个方面加以�

改良。

�）地杆直径

地杆是用于收卷画芯用的实心圆柱形木杆，位于地头的末端。在悬挂展示时，地杆因为自身的

下坠重量，还能将画幅撑得更加平整。

尽管业内皆知地杆的直径跟所配画幅的尺寸有关，但是其中的相互关系只是立足于工作经验和

视觉美感等主观感受范围，目前尚未论证出科学可行的比例，使地杆直径与画幅尺寸得以最科学合

理的匹配。

假如给画幅装配大直径的地杆，能改善用小直径地杆收卷时，因剧烈弯曲的弧度而产生的折

痕。但是在悬挂时，更大的直径意味着给天杆造成更大的下坠拉力，会增加画幅受力拉扯而断裂的

可能性。

笔者在此次修复院藏书画的过程中，对一组四条屏�（图�）的地杆直径与圆周卷曲长度做了

详细测量（表�），由此可观察出书画在收卷过程中卷曲的松紧变化。

�� �本文所涉之四条屏，为南京博物院馆藏的清代书法家俞樾（����～����）的书法作品，作品内容节选自《文心雕龙》。因为

作品由四部分组成，在修复研究过程中，用每幅作品的首二字为该幅命名以便于区分。故本文中的“而言”、“仰觀”、

“三才”、“儀既”均代表以二字开头的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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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地杆直径与圆周卷曲长度数值表　　　　　　　　（单位：PP）　　

地杆直径

“而言” “仰觀” “三才” “儀既”

��

（较规则圆柱）

�����

（略不规则圆柱）

�������

（圆柱有缺口）

��

（较规则圆柱）

���周卷曲长度 ��� ����� ���� �����

���周卷曲长度 ��� ����� ��� �����

���周卷曲长度 ����� ����� ��� �����

���周卷曲长度 ��� ����� ��� ���

���周卷曲长度 ��� ����� ����� ���

���周卷曲长度 ��� ��� ����� ���

���周卷曲长度 ��� ����� ��� ���

���周卷曲长度 ����� ����� ����� �����

���周卷曲长度 ����� ��� ����� ���

����周卷曲长度 ����� ����� ��� ���

����周卷曲长度 ��� ��� ��� �����

由表�可以看出，这组四条屏中的三幅，因为有着类似的地杆直径，所以它们的第一周卷曲的

长度也类似。“三才”由于地杆的缺口造成了明显的不规则形状，其第一周卷曲的长度较之其他三

幅要明显的短，且最终的（第��周卷曲）卷曲长度，也是全组最短的，这说明它是整组中，收卷最

紧的。从实物的保存情况来看，“三才”的折痕密度甚大（图�）。

装裱这组四条屏所用的地杆，从它的质地及加工方式来推测，应该是属于同一批制品。但是由

于“三才”的地杆在加工中没有得到良好的打磨处理，地杆质地不平整，因此在长期的保存中，给

画芯造成更为严重的折痕。

由此推断，地杆与二次折痕形成的相关因素，除了直径以外，还有加工的平滑程度。�假如地

杆没有打磨的平滑，凹凸不平的表面同样会给画芯造成伤害，也给二次折痕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砑光工艺

砑光的意义使修复装裱好的裱件通过砑磨后，彼此贴合更紧密，也降低纸张的总体厚度，便于

纸张的顺畅舒展；另外，在张挂时，考虑与墙面隔湿的作用。但是，大量的实际结果显示，贴有折

条的裱件经过砑光，反而增加了二次折痕产生的可能：

图�� 修复前的四条屏保存状况 �图�� “三才”的保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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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红色矩形处表示折条的横切面。鬃刷压实以前，折条与周围的命纸、覆背纸之

间，存在空隙，假如不经过砑光压实，这些空隙在以后的卷曲过程中会不断扩大，造成局部开壳。

砑光后这些空隙确实消失了，各层纸张也由此变得更平整，也降低了厚度。但是，由于砑光的磨压

使贴条与覆背纸贴合的极致密，由贴条厚度引起的高低落差在这样的作用下，在贴条的边缘处形成

明显的印痕（图�），在收卷过程中，印痕处受力更容易出现弯折，随之成为二次折痕，所以这些

印痕是往后二次折痕的雏形。

图�� 砑光后横切面效果分析示意图

如图�所示，这是一幅经过砑光后的裱件。

从中可看到，折条边缘普遍出现明显的厚度落

差，类似一层台阶的效果。标注“�”处的印

痕强度要比其他区域更加强烈，此处是天头与

画芯连接的镶缝所在，恰好又是折条所在，有

的画芯正面还有锦牙装饰，这样厚度就比其他

部分高出不少，相应的厚度落差也就更强烈，

这就解释了为何在镶缝处普遍存在明显折痕的�

原因。

所以，砑光对二次折痕的助长，体现在砑

光后强化了折条边缘的厚度落差，在卷曲受力

时，更易发生弯折最终形成折痕。 图�� 折条边缘砑光后呈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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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矾水对S+的影响

胶矾水即明胶和明矾兑水后的混合溶液，多用于古旧画芯清洗前及上墙前的固色功用。在胶矾

水的配比中，矾的影响因素大于胶的影响因素，水的因素通过影响矾而影响S+的整体趋向［�］。

表�是修复前，对四条屏S+的测试结果，可见每条皆呈现出酸性，而通常纸张S+低于���即被

视为严重酸化［�］。这与折痕密布且又残破缺损的外观相符。

在书画装裱过程中，不仅胶矾水中含有明矾，浆糊为了防止霉变，也会加入一定比例的明矾。

所以装裱过程使书画整体皆吸收进了含有明矾的液体。在后期保存过程中，遇到潮湿环境，纸张中

的明矾便会发生水解，产生硫酸，酸能催化纸张纤维素的水解降解，削弱纸张纤维间的结合，加速

和加重纸张的老化［�］。

表2 修复前的四条屏pH

“而言” “仰觀” “三才” “儀既”

顶部 ���� ���� ���� ����

中部 ���� ���� ���� ����

底部 ���� ���� ���� ����

表3 “三才”清洗后的废液pH

“三才” S+ 浸泡时间�PLQ

第一次清洗 ���� ��

第二次清洗 ���� ��

第三次清洗 ���� ��

第四次清洗 ���� �

��

目前，尚未证实有其他材料可完全取代明矾的功用，且不会对纸张造成损坏。

�� 库房及陈列环境因素——外因

�）库房环境

纸张类的有机文物较之瓷器之类的无机文物，在库房安放保存时，对环境中的各项指标显得更

为敏感，原因在于纸张中的植物纤维，经历长期的保存后，纤维强度已经下降，更容易受到环境中

各项指标的影响而恶化。保存纸的合适温度是��～��℃，相对湿度是���～���［��］。除此以外，

长期的日光直射也会给纸张造成严重的伤害：

构成纸张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纤维素（FHOOXORVH），当在有氧存在的条件下，光子能加速

对纤维素的氧化作用，使之生成氧化纤维素。与此同时，温度升高，进而发生热解作用。

这样，光子就破坏了纤维素的内部结构，聚合度发生下降，长链分子变成了短链分子，严

重破坏了纸张的机械强度［��］。

造成纸张酸化的原因，除了在装裱过程中使用了明矾以外，有害气体也会加重纸张的酸化程

度。对纸质文物有影响的主要是具有酸性或氧化性的有害气体，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氯

气、盐酸、乙酸和甲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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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二次折痕的各种引发因素中，即便从纸张本体及装裱工艺方面去尽量避免这些诱因，

但是最终没有合适的外在存放环境，那么二次折痕的产生概率依然存在。要想让古旧书画在库房中

得到最佳的保存状态，对库房环境的严格检测与控制必不可少。

�）展出频率

书画在展出过程中，又有几个方面存在产生二次折痕的可能：首先，书画的展开与收卷对二次

折痕的产生具有最直接的影响，频繁的卷曲必然会增加二次折痕的数量；其次，库房—展厅—库房

的这个变化过程，即书画存放环境的改变，这种变化未必会对纸张产生立竿见影的破坏效果，但是

频繁地处于这种变化不定的环境中再加上运输时的人为因素，最终都能增加书画的受损程度：长时

间这样的储存，纸张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会产生静态疲劳，最终使得纤维发生形变，以至画轴在展

开平放的过程中自动卷曲。而在这种情况下，对其施加外力使之平整，则很有可能使已经很脆弱的

古书画发生折断［��］。

�）摆放方式

书画存放时摆放方式，也会对书画的保存情况产生影响，图�是库房中书画的正确摆放�

方式。

由于纸质文物质地脆弱，除了对库房有避光、恒温恒湿等要求以外，摆放方式同样重要。不合

理的摆放如层层叠压，不仅增加了提取时的难度，也会使下层的书画受重力挤压而受损。合理的摆

放方式是单层平放，且书画之间保留一些间距，避免摆放过密使书画受到挤压。有条件，可给每幅

书画制作锦囊匣，这样能将外力对书画的影响降到最低。

�� 结� � 论

二次折痕的形成，是多重因素下合力的结果。因此，仅从某个单一环节去加以控制，很难起到

显著的改善效果。

对二次折痕各项成因的研究，是对业内一个普遍现象的全面分析，最终的目的是能够尽量减

少甚至根除二次折痕给古旧书画造成的损害。但是，尝试用新的方法取代原有的问题环节，与传统

方法构成矛盾。例如，卷曲存放是中国书画的特有方式，但是它必定会给纸张造成褶皱；砑光能加

强纸张之间贴合的紧密度以及增加平滑度，但是由于折条的存在使得它能直接导致了二次折痕的形

成……假如将其完全摒弃，书画的最终保存效果应该能得以明显的改善，但这与传统相违。所以，

对二次折痕的深入研究，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简单更新，更需要找到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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