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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楚王酓璋戈的保护修复

高� 飞� 王有亮� 吕团结

（故宫博物院，北京� ������）

摘要：本文介绍了故宫博物院藏楚王酓璋戈的背景资料及保存现状，使用�射线照相和�射线荧光

能谱分析方法对璋戈的嵌金工艺和曾经补配材料进行了观察与成分分析，并根据器物的病害特点与

文物保护相关原则，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修复方法，取得良好的修复效果。

关键词：楚王酓璋戈� 文物修复� 焊接� 粘接

���引� � 言

青铜兵器是古代青铜器中的一大门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青铜时代，战争频发，当

时的贵族为了获胜毫不吝惜珍贵的青铜，铸造了大量的兵器。虽然经历了战争的消耗，但仍然遗存

数量众多，青铜戈即是其中的一种。

楚王酓璋戈（图�），作为故宫博物院院藏一级文物，显然并非普通的青铜戈可比。此戈长

“援”，有“胡”且残，“援”及“胡”饰嵌金鸟虫篆书铭文��字：“楚王酓璋严南越，用作戈，

以邵扬文武之。”记楚王酓璋重击南越，作此车战用戈，用以宣扬楚惠王酓璋之武功。此戈工艺水

平精湛，嵌金的鸟篆书铭文更是字体清秀，并彰显出其高贵的等级，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本文就楚王酓璋戈的修复过程予以概述。

图�� 楚王酓璋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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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酓璋戈的背景资料

楚王酓璋戈铭文中所述酓璋即为楚惠王（公元前���～前���年），芈姓，熊氏，名章，楚昭

王之子，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晚期、战国初期的楚国君主。既然楚惠王名熊章，为什么又叫楚王酓璋

戈呢？说到“酓”姓和“熊”姓之间的联系，很多学者们至今仍在研究。楚国的铜器铭文，包括

“楚王酓璋戈”等，在这种资料中，楚王是“酓”氏。而这些铜器又都是楚王室铸造使用的。也就

是说，当时可能别国人称楚王室为“熊”氏，而楚王室自称“酓”氏。之后又有人发挥想象：“文

献以‘熊’代‘酓’，一则是由于这两个字读音相近，二则是由于北方诸侯对楚人曾以禽兽视之的

心理。战国时代楚秦交恶，秦人所作的《诅楚文》称楚君之氏不用‘酓’字而用‘熊’字，就是是

同禽兽的证据”�［�］�。而国家博物馆于成龙先生通过研究发现，对于楚人而言，“酓”与“熊”�两

字，意旨无别，互可通用。《诅楚文》及典籍之中的楚王之氏，以“熊”代“酓”，是因时代变迁

而产生的用字差异，而非其他原因［�］。

在青铜兵器中，戈是出现较早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已出现，且一直延续使用至战国和秦时

期，期间形制虽有变化，但其几个基本部位仍大致相同［�］。戈是春秋战国时的主要刺杀、格斗兵

器，它通常由青铜戈头、柲（柄）、柲帽、柄末端的 等部分组成，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铜戈

头，而铜戈头又可细分为“援”、“内”、“胡”、“锋”、“刃”、“穿”、“阑”、“脊”等

部分（图�）。

图�� 戈头各部位示意图

楚王酓璋戈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其“援”及“胡”

处饰有嵌金鸟虫篆书铭文，字体清秀而不失古韵，在兵器中不多见。

鸟虫书作为古汉字的一种书体，又名虫书、鸟书、鸟篆、鱼书等，出现于公元前�世纪至公元�

世纪。最初只是为了美观，后来因为笔画复杂，花样繁多，难于仿造，也用于书写证件。鸟虫书大

体都是用当时流行的篆书字体为骨干，任意加以改造和装饰。开始是作一些鸟或虫的形状连缀在笔

画上，常露出字形之外，不难辨认。后来逐渐发展成鸟虫在笔画之间，或即用鸟虫代替笔画，与篆

书字体十分和谐，容易取得美观的效果。这种字体不能按照许慎六书分析解说，在中国文字学史上

是一个分支［�］。

中国青铜器时代末期，铜器上用鸟虫书作为纹饰，常见于戈矛剑之类，钟铭也有，较早的有：

吴王子于戈，吴王僚即位（公元前���年）前作；楚王孙渔戈，楚司马子鱼（卒于公元前���年）

作；宋公栾戈（公元前���～前��年）；楚王酓璋戈（公元前���～前���年）；蔡侯产剑（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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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越王勾践剑（公元前���～前���年），这些都是吴、楚、宋、蔡、越国之物，从

地理上看鸟虫书大约发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

���保存现状及检测分析

���� 保存现状

楚王酓璋戈送修时，其“内”和“援”断裂为两部分（图�）。在断裂的碴口处，通过观察可

以发现曾经焊接过的焊锡残留，故可以判定此戈曾经修复过，但由于时间的推移，焊接处或虚焊或

材料老化，造成了文物从曾经修复处再次开裂。

图�� 铜戈“内”与“援”的断裂

对断口处进行观察，可以看出此戈的铜基体有的部分已经呈现深红褐色，这是铜质矿化的表

现，也是造成器物从焊接处开焊的原因之一。因为为了焊接牢固，必须要在焊口上找到纯度高的铜基

体，以便在焊剂的作用下，利用高温将焊锡与青铜基体连接在一起，形成牢固的整体。而这件戈的断

口处部分锈蚀、矿化严重，已经失去其铜基体的性质，所以焊接的效果和强度势必会受到影响。

由于在戈的表面并没有发现粉状“有害锈”，表面的锈蚀产物比较稳定，且此戈在库房中保存

多年一直比较稳定，没有新的锈蚀产生，所以出于青铜器保护修复的相关原则，不宜盲目进行去锈

的工作。

���� 检测分析

由于观察到此戈曾经焊接修复过，为了对其材质与曾修复情况进行科学认知，以便指导修复方

案的制定与具体实施，采用�射线照相（��UD��3KRWRJUDSK�）、�射线荧光能谱（����5�）的方法

对器物进行了检测与分析。

3.2.1 X射线照相

由于传统的青铜器修复，会在修复过的地方做旧，虽然符合东方人对于艺术和审美取向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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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却为观察器物是否曾经修复过造成了困难。为了更好地了解楚王酓璋戈曾修复的情况，使

用�射线探伤机对铜戈进行了照相，实验参数为：电压���N9；电流�P�；距离��FP；拍照时间

�PLQ，照片见图�。

参照图�，发现了戈的“内”有曾经补配修复的痕迹，与铜戈基体颜色明显不同的修补碎块清

晰可辨，因此需要继续对铜戈的修补部位进行成分分析，以确定原来补配所使用的材质。

图�� �射线照片（箭头处指向补配部位）

图�� 铜戈“内”部位补配部位的成分分析点位

3.2.2 X射线荧光能谱分析

使用故宫博物院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美国伊达克斯公司的��*/��Ⅲ�型�射线荧光能谱仪对

此戈的嵌金纹饰以及补配部位进行原位的成分分析，测试条件为：电压��N9，电流���～���μ�，

测试时间���V（活时间），采用无标样定量分析软件得到元素的半定量质量百分含量，其分析结果

如表�所示，其中补配部位的分析点位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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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铜戈不同点位的元素半定量组成

项目 �O 6L 3 �D �H �X 3E 6Q %D =Q �X �J

错金

部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补配部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表�可知，铜戈的嵌金部位含金量稳定，此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银（�J）杂质，由于没有测出

汞（+J）元素，因此推测没有使用“金汞齐”的方法涂金，为传统的镶嵌法错金工艺。

从补配位置的成分分析结果来看，点位�～�与点位�～�的补配材料明显不同：点位�～�主要

由���～���的铅（3E）和�����～���的锡（6Q）组成，由图�可见，点位�～�分布在断裂的裂缝

处，应为焊接裂缝处所使用的低熔点铅锡焊料。铅锡合金作为焊料，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山西

晋国赵卿墓和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均采用了铅锡配比相当的焊料［�］；而点位�～�主要

由���～���的铜（�X）、���～���的锡�（6Q）和���～���的铅（3E）组成，参看此部位的�

射线照片，应为一整块与铜戈基体配比不同的高铅锡青铜补块。可以看出，此件铜戈曾进行过补配

和焊接，其缺损的部位比较明显。

���保护修复原则的制定

青铜传统修复中的焊接技术，是文物修复过程中的一种把破碎片或补配件连接起来传统的工

艺，经过历代青铜器修复行业的不断传承和发展得以继承和保存下来，是工艺的选择，也是历史的

选择，因为只有真正有效、经典的工艺才能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得以保留。但这种传统的焊接工

艺，也并非十全十美，还存在着两个不利于文物保护的缺陷：首先是焊接时需要使用焊剂（氯化锌

溶液）助焊，它虽然属于弱酸，但仍有一定的腐蚀作用，若不去除干净，会给焊接后的青铜文物留

下锈蚀的隐患，不利于文物的保护；其次是在焊接时为了保证焊接的牢固，必须要锉焊口。也就是

需要在焊接的断口上找出纯度高的铜基体，并在断接面两边锉出一定的坡度作焊接口，以便于填注

焊锡。但实际上古代的青铜文物由于矿化严重，往往在实际修复中需要较大面积地锉找，这其实也

是一种对青铜文物的破坏，所以需要尽量减少锉磨焊口。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分子材料粘接技术也已逐步引进到青铜文物修复技术的领域，实践证明，

使用粘接技术的好处是不用锉焊缝和使用焊剂，可减少对青铜文物的破坏，而且相对于锡焊，在矿

化严重的青铜器上也能起到良好的连接作用。但采用高分子胶黏剂也存在几个缺点：其一是这些胶

粘材料，其固化时间相对较长，容易导致错位或变形；其二是这些胶黏剂固化后，器物如果需要矫

形处理就很难了，不像焊接工艺连接后，可以通过烙铁加温熔化，然后根据位置的需要对焊接的部

位进行调整；其三，如果待粘接断口铜基体较好，其粘接强度则不如焊接，而且粘接过多，会让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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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修复后缺少金属质感。

由于楚王酓璋戈的开焊断口处部分部位铜的金属性质已经基本缺失了，所以为了保证修复的效

果，笔者认为仅仅采用焊接的方法将断开处重新连接，显然不是一个好的方案，这将会使文物因为

焊接的效果不好，而有随时再次开焊、断开的可能性。对于这样重要的文物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

安全隐患。因此，基于以上的原因，笔者决定采用传统焊接工艺和高分子胶粘材料粘接相结合的方

案对这件楚王酓璋戈进行修复工作。

���保护修复方法与流程

���� 修前照相

接到修复任务后，将文物由专业的文物摄影工作者进行拍照，然后将照片存档。这项工作对文

物修复、保护工作来说必不可少。它可翔实地记录下文物修复之前的状态，以备日后修复工作中随

时调用参考。

���� 断口的处理

首先，利用电烙铁加温去除曾经焊接修复残留的焊锡。

然后对断口进行打磨，这是焊接之前必须做好的准备工作，根据前文制定的尽量少锉磨焊口的

修复原则，并没有过多打磨已经呈现暗红褐色的部位，而只将铜基体好的部位打磨露出新铜，为焊

接做好准备。

前文所述由于戈的表面并没有发现“有害锈”，所以没有盲目的进行去锈的工作。但为了保证

用���环氧树脂胶进行粘接的效果和强度，必须要对需要粘接的断口两侧进行清洁，因此使用棉签

蘸取无水乙醇擦拭，把断口两侧的表面清洁干净。

���� 拼对、焊接和粘接

断口处理好之后就是整个修复工作中至关重要的步骤：拼对、焊接和粘接。

锡焊法的优点是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容易掌握。焊接所需的温度低（在���～���℃即可进行

各种铜器的焊接），温度对焊件的影响小，不会造成铜器的氧化，对铜器修复来说，这无疑是最大

的优点。因此使用锡焊法将之前打磨过的，铜基体较好的部位进行了焊接，由于焊接部分只占整体

断口的���左右，所以余下部分还要进行粘接处理。

由于焊接完成后，戈的整体就基本固定了，所以粘接采用流动性比较好的���环氧树脂胶进

行粘接，将调好的稀稠度合适的胶液从断口处流动渗透进去，在渗透之前要在戈的断口对侧底部垫

上一小团干净的布，以防止胶液漏出。这样经过两面断口的胶液渗透粘接后，焊接、粘接的工作就

基本完成了。

���� 做色

做色是整个修复中的收尾工作，但恰恰又是非常关键的，直接影响文物修复后的外观效果，因

此铜戈修复完整后，就要进行做色处理。在焊接和粘接完成后，在器物的修复处留下的用于焊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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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接的焊锡和环氧树脂，做色前要将它们按器物表面打磨平滑。然后用无水乙醇调和虫胶漆并加入

需要的矿物质颜料调出与铜戈表面接近的颜色，用牙刷蘸取喷弹、点染在需要做色的部位。经过多

次颜色过渡、套色后，我们将整个铜戈修复部位的颜色做得与原件锈色比较接近，达到比较理想的

效果。至此，整个的修复过程也基本完成。

���� 修后资料整理保存

经修复后的楚王酓璋戈，按照修复程序在修复完成后，进行了专业的文物摄影，资料存档。

���结� � 论

通过对楚王酓璋戈的检测分析，明确了该戈曾使用不同材料进行过焊接、补配处理，铜戈的

“内”与“援”两部分，因为原焊接断口处金属基体矿化严重而开焊、断裂。经过锡焊结合环氧树

脂粘接的方法重新连接后，不仅使得断裂的文物恢复原貌，而且显著增强了连接强度，修复前后的

效果对比见图�。

图�� 楚王酓璋戈修复前后的效果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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