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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宣化辽墓群出土木质文物的保护修复研究

雷金明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石家庄� ������）

摘要：此文章主要介绍河北宣化下八里村辽墓群出土的珍贵木质文物，木桌、椅及墨书梵汉文木棺

箱和彩色木俑等生活用具等。因埋藏环境有水侵入腐朽现象，出土后因现场抢救不及时或保护措施

的不当，尤其是外部环境骤变的不稳定变化，器物弯曲、变形、收缩形态和颜色会随之发生很大改

变，甚至表面失水、干裂而引起内部结构失衡，继而加剧了器物变形、断裂残损。通过采用化学与

物理保护的急救技术措施，采用丙烯酸聚氨酯、聚氨脂、改性小分子低聚液和松香石蜡溶液进行渗

透加固，对糟朽、软化的木质文物，使用聚氨酯加固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丙烯酸树脂封护处理，对

极性基材和多孔基材有良好的黏合性。该材料渗入木材组织中可使木质硬度和拉伸强度得到较大的

提高，为即将实施的Ⅱ区辽墓出土木质文物实施保护与修复提供翔实技术支撑。

关键词：干燥木器� 糟朽� 分化� 渗透加固� 矫形� 补配

���前� � 言

宣化下八里村辽墓群发掘起始于����年，止于����年，共发掘辽代墓葬��座，����年被评为全

国十大考古发现。

宣化辽墓群是张世卿和韩师训两个宋族墓地，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

宣化城约�NP的下八里村（图�）。

该墓群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大批的木质器具。包括生活用具，如木桌、木椅、木俑、

圆形盆架、镜架、竹木小匣鱼形饰、木梳及墨书梵汉文盛放骨灰的长方形木棺箱和彩绘木俑等��余

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在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华北，出土的辽代木器甚为少见。木质文物

上墨写这么多的契丹文和汉文字在全国首次发现，其上经文填补了很多空白。

���木质文物保存状态分析

���� 表面观察分析

2.1.1 现场调查

宣化辽墓出土木质文物有木俑��件，木棺�件。生活实用品��件，包括有大桌、小桌、椅、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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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盆架、镜架、衣架、木梳、盒、小匣、木饰件等。我们对每一件文物都进行了调查分析，有针对

性地制订出保护修复技术路线。本文以0�∶��木桌和0��梵汉文棺箱为例给予陈述。

2.1.2 表面观察木桌病害

拟保护修复的此批木质文物，目前所有出土文物均已充分干燥，全部达到平衡含水率。现场

观察时发现桌子的一个小立撑表面呈纤维状，用手可以取下棉絮样纤维，这是典型的白腐现象。从

木材腐朽来说，主要有褐腐、白腐和软腐几大类型。在长期实践中发现，出土文物的腐朽主要是褐

腐，它的典型症状是腐朽材表面龟裂，呈褐色。在我们的工作中，白腐在出土木材上还是首次发

现。白腐是由一类特殊的木腐菌造成的，这类木腐菌在生长过程中大量消耗掉木材成分中的木质

素，从而使腐朽木材表面呈纤维状（图�）。

这一事实说明，当前该批木质文物的腐朽仍在进行中，干燥环境可能使这一进程变得缓慢，但

温暖潮湿的环境会使这一进程加剧。

图�� Ⅰ区和Ⅱ区辽墓群与宣化的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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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木桌变形情况

这批出土的木质文物因为在古墓葬中埋藏了漫长的岁月，曾受到地下水的长期浸泡。木质文物

的内部分子结构，已完全被水浸泡饱和，再加上地下水中所含的各种化学物质，如酸、碱、盐的腐

蚀，使构成木材的纤维素、木质素等受到破坏。从木材的化学成分和物理结构上解释木质文物损坏

的原因是：木材的基本化学成分是纤维素，即由单个的葡萄糖分子链结而成的有机高分子，它们构

成了长腔状的木材细胞。而饱水木器中这些长条形的管状细胞的细胞壁已经变得很薄、很稀疏。同

时木质文物中的纤维素又是微生物的养料，微生物将木材中的纤维降解，使木材失去应有的强度。

由于自然脱水而损坏是纯物理的原因，管状细胞的脱水将对脆弱的细胞壁产生很大的收缩应力，木

质文物根本不能承受这样大的压力。木质文物破坏形式具体表现如下面�方面。

（�）弯曲、变形：木质文物出现弯曲变形状况主要是生活实用品，如桌面、棺板和椅面。已

向上翘起脱离底下的支撑架，其他的生活实用品也都扭曲，失去原来的形状。

（�）糟朽、粉化：木桌的四条腿的下部和棺箱的底部都有不同程度的糟朽，部分已粉化，不

堪负重，遗留部分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坑坑洼洼的糟朽凹迹，棺箱底部已糟朽粉化丢失。

（�）开裂、疏松易碎：辽墓出土木质文物都有开裂现象，尤其是木桌和棺箱的下部，布满大

大小小的裂缝，有些呈海绵状，手触之有软软的感觉，木质已变得非常疏松、脆弱。

图�� 0�∶��木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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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收缩：收缩导致木质文物的散架，一个木棺的木板已失去原来尺寸，不能拼接整

合。其他部分生活实用品因收缩变成一堆木材，不能很好地找对拼接。

（�）虫蛀：部分木棺、桌腿、椅背等，均发现有蛀洞，虫害使脆弱的木质进一步的被破坏。

（�）微生物侵害：木材属有机物质，易于滋生和繁殖细菌和霉菌。宣化辽墓出土的木质文物

也不例外，其中发现有大量的细菌和霉菌，如木桌的一个横撑和棺箱底部都有白腐类的木腐菌，这

类木腐菌生长过程大量消耗掉木材成分中的木质素，而使腐朽木材表面呈纤维状。

如果任由细菌与霉菌的繁衍发展，必将对文物造成进一步损坏。

各种因素联合作用，致使木器受到严重破坏，严重损坏了文物的价值。

2.1.4 梵汉文棺箱病害调查

梵汉文棺箱，0��，长��FP、宽����FP、通高��FP。0��的陀罗尼经咒木棺保存完全是散件

捆绑保存，编号是按0��出土时的位置前后、左右�～�不等来编号。棺体用厚约�FP的木板拼合而

成，造型大方。棺体包括身、盖两部分。盖为盝顶式，顶部平，四面成斜坡，盖顶心长��FP、宽

��FP。盖和棺身之间即棺口内拼有里口木以便与盖套合。盖通高��FP、棺身高��FP。棺盖顶、四

个斜面和立面均以木钉固定。棺身四壁间以银锭式咬口互相扣接。棺底虽朽，但可以看出是用铁钉

加固。除了棺底用铁钉之外，其余各部位或用木钉或做出咬口。木棺周身皆墨书梵文或汉文陀罗尼

经咒。这批陀罗尼经咒约��余幅，数量之大，实属罕见，详见图�～图�。

图�� 局部胎体：变形，断裂、糟朽字迹模糊和残缺 图�� 棺箱局部糟朽粉化

图�� 棺箱局部粘有污垢、泥土掩盖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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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长方形盝顶式梵汉文棺箱残片��0����试验编号：�����0��

图�� 长方形盝顶式梵汉文棺箱残片��0����试验编号：�����0��

表1 古木鉴定报告单

送样单位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送样人 马菁毓

样品名称
�����P��、�����P��、�����P��、�����P��、

�����P��二个、无号一个�
送样时间 ���������

木材解剖特征：针叶材，生长轮明显，早材至晚材渐变。早材管胞横切面为圆形、方形及多边

形，径壁具缘纹孔�列，极少�列。晚材管胞横切面为长方、椭圆及多边形，径壁具缘纹孔�列，最

后数列管胞弦壁纹孔数多而明显。轴向薄壁组织量多或略少；星散状及弦向带状，多含深色树脂。

木射线单列，偶见�列，多数高�～��细胞，射线细胞含树胶。射线水平壁厚，纹孔及端壁节状加

厚通常不明显，凹痕明显。射线薄壁细胞与早材管胞间交叉场纹孔式为柏木型，多数�～�个。无

树脂道。

根据以上显微特征鉴定为侧柏���D����D�XV��R�LH��D�LV。

���木质文物的清洗及防腐蚀处理

本次进行保护处理的木质文物，从器物外观看，木质的本体颜色及光泽多数已不复存在，表面

的沉积物和腐蚀物掩盖了表层和文字，有的还出现了残破、缺损。棺箱板虫蛀中空、木桌等厚度普

棺箱的病害除文字部分缺失，我们肉眼观察它的外观很平滑结实，但它已没有重量，因为它的

内里遭虫蛀几乎空心，大部分和木桌病害相似。

抽取木材的残块，请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做树种分析鉴定。结果详见图�和图�。此

次鉴定的木材全部由侧柏制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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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偏薄，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断裂、破碎。由分析检测结果可知由于腐蚀和结构缺陷，腐蚀后变

得脆弱易断裂，在合适的条件下，会继续发生化学反应。因此保护好这批文物，必须解决以下几

个问题。

（�）安全的清洗木器表面。尤其是在对文字区的腐蚀和沉积物进行清洗时，要兼顾文物整体

的外观形态不被破坏。

（�）解决好木器材质的脆性问题，使文物脱离易断、易碎状态。

（�）防止进一步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

���� 清洗

表面清洗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器物表面泥污以及对文物本体具有危害的成分，再现木构件原来的

面貌，为下部加固工作做好准备。清洗操作是一种具有选择性、小心仔细的不可逆操作过程，操作

人员需要耐心控制处理的速度。使用化学的、物理的、生物学的方法清洗时，操作只限于在木构件

表面的沉积层，不留下任何添加痕迹而去除附着的沉积物。

细小裂隙可用洗耳球去尘，也可用功率小的吸尘器吸尘。然后用不同硬度的毛笔、刷子或海绵

等除去表面沉积物。

对少数局部比较顽固的污垢，则根据污垢附着程度和污垢成分，选择对应的化学清洗剂进行

清洗。使用的试剂包括：水、无水乙醇、��（水和等量酒精的混合溶液，或水与等量丙酮的混合

溶液）、丙酮、��（水与等量酒精及丙酮的混合溶液）、二甲基亚砜等。根据这批文物的污损程

度，采用清水或��即可完成清洗。清洗前需在隐秘部位做小面积试验。特别注意：有墨书的部位

先加固后清洗。

���� 杀菌处理

木材是一种生物材料，易于受到生物有机体如细菌、真菌、害虫的侵害而发生变色、腐朽和虫

蛀，导致木材的质量下降和木材性能的损失。出土后文物没有经过保护处理，菌类必然寄生其中。

需要进行杀菌处理，可用除虫菊酯［�］与10���复配的杀虫防霉剂进行喷涂，将木器内部的虫卵、

微生物等杀死。

���木质文物的加固

糟朽的木器要给予适当的加固和修复，才能保持文物的基本形貌。

受力大的部位，可用竹钉进行加固。竹钉最好经过桐油浸泡数小时干燥后再使用。

通过使用适当的试剂，加强木质材料自身的内聚力和结构的稳固性，也包括碎片或分离破损部

分的再粘合。

加固剂使用条件：①耐久性，不改变木材的外观；②被加固木材的物理特性不能被改变，尺寸

稳定；③加固后不影响木材粘接和表面保护处理；④材料具有可逆性。不随着时间的延长在多孔性

的木材内部引入新的有害物质。

根据这批木漆器的具体病害情况，决定采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加固保护处理：

（�）3DUDORLG�%��也是目前文物界应用比较普遍的木质文物加固材料，渗透性好，耐老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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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处理后颜色略有加深。浓度从����～��，选择低浓度多次渗透的方法［�］。

（�）����丙烯酸乳液也是目前文物界应用比较普遍的木质文物加固材料，渗透性稍差，但对

色泽影响小，尤其适用于木质彩绘部分的加固［�］。

���整� � 形

可以利用木材本身具有一定弹性这一条件，再配合水蒸气加温的办法，稍加外力进行捆绑整

形。在整个过程中需密切注意并经常检查调整。结合以上办法采用醇—醚—树脂连浸法，此法也是目

前应用得最普遍的方法之一，对木器与竹器的脱水定型均有成功的实例。其原理是，先用醇替代木

头细胞组织中的水，而后再以乙醚替换出醇，最后让乙醚挥发掉的技术（图�、图�）。

图�� 棺箱板矫形情况 图�� 木桌修复情况

由于乙醚的表面张力很小，挥发速度极快，当它从木材细胞组织中挥发出来时，不致引起细胞

壁的崩溃，因而也就不会使器物变形了。若器物比较脆弱，可以将树脂溶于最后的乙醚溶液中，这

样树脂就浸透到木头中，待乙醚挥发掉后，它就留存在器物内，充填在细胞组织之中，使器物得到

了加固。

���拼�接�补�全

在文物保护中，受保护的对象是文物。由于文物的自身特殊性及其要求，使得被保护对象通过

保护后所能承受外力的大小不能用常规的力学标准来考量它的好坏。而是要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物

的历史、科学、文化、艺术等文物信息为原则，即以保持文物自身应力足以维持文物的结构稳定和

各种痕迹信息原貌不变为原则，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开展文物保护技术的研究。木漆器的修复保护同

样要遵循这一原则。

加固后的修补，将在保持文物的历史真实性、修旧如旧的原则下进行修补。在修补过程中，以

考古学证据和相关原始资料信息为依据，不凭主观想象任意添加或删减，并保证修补后文物的原始

风貌不变，还原文物的历史真实性和艺术性；修补后的文物应做到“远看一致、近观有别”，以及

要求修补痕迹容易识别；修补后文物的机械强度应以保证文物收藏、展示所需机械强度为宜。

拼接：在进行粘接之前先进行试拼接，用胶带组装一下，看是否有缺少或缺损的残片。青铜器

的表面装饰，铜绿的颜色或器物的厚度、茬口的大小会帮助我们寻找连接点，从而确定出正确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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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顺序和粘接位置。

粘接：亦称胶接、胶粘、粘合等，是指同质或异质物体表面用胶黏剂连接在一起的一种技术，

包括碎片或分离破损部分的再粘合。

黏结剂应该具有如下特性：可逆性、与溶剂兼容性、耐切割和拉伸力、化学性质稳定、透气性

和防水性、与被修复材料一致的膨胀系数、透明性、防紫外线、与被修复材料的外表相兼容，以及

耐高温性等。

对于木质文物上的细小缝隙用三合一胶、颜料填充粘合修补；大缝隙用黏合剂添加医用石膏和

颜料进行修补。

残缺部位，用经过消毒的老柏木削成合适的形状，然后用聚乙酸乙烯乳液粘合修补，小的残缺

部位用经过消毒的木屑调聚乙酸乙烯乳液并添加矿物颜料进行修复［�］。

���封� � 护

为了增加木构件的外观协调性，最大限度地增强其抵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的能力，保护和防止

气候和环境造成的变化以及生物的侵蚀，尽可能地提高木材的稳定性，对木构件表面进行封护。

选用的封护剂要具备良好的耐候性、附着性、透明、对环境污染不敏感、可逆。使用在木材上

的保护试剂在木构件表面形成的保护膜应易于去除，能阻止外界物质渗入内层并能不改变文物原有

的色彩。一般采用传统材料如微晶蜡等涂刷表面并抛光［�］，也有采用涂刷有机硅类物质作为封护

材料的报道（图��）。

图��� 0����木桌修复后

���长方形盝顶式梵汉文棺箱修复处理思路及步骤

（�）清洗掉表面灰尘和可溶盐。首先用吸尘器除尘，用毛刷扫掉表面积尘，然后逐步采用水

及��等溶液清洗表面。注意对字迹的保护，控制用水量，不能过长时间浸泡（图��）。

（�）木质用��%��丙酮溶液进行加固。�

（�）能粘接恢复器物原形的予以粘接，无法恢复原形的则不粘接。小裂隙用黏合剂（环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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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加颜料调和后修补，大裂隙用黏合剂加石膏粉加颜料修复。残缺部位用木屑调和聚乙酸乙烯乳

液并添加矿物颜料修复。用老旧的柏木适当进行复原修复，为增加棺箱的牢固，整体箱底糟朽、粉

化缺失，选用老旧柏木补缺（做好标记）。

（�）铁钉锈蚀先用��%��丙酮溶液进行渗透加固，阻止继续锈蚀。

（�）采用传统材料如微晶蜡等涂刷表面并抛光，或采用涂刷有机硅类物质。

���可能的技术难题及应对措施

���� 可能的技术难题

长方形盝顶式梵汉文棺箱体量较大，保护处理难度较大。木质文物糟朽严重，加固过程保持文

物稳定性（保持木质文物不变形不出现开裂并兼顾色泽）也有较大难度。该批文物制作工艺精良，

雕刻、墨书等具有高超的艺术价值，保留下丰富的历史信息，同时这些也加大了保护处理的难度。

���� 解决措施

一方面收集同时期同类型墓葬的文物信息，寻找可靠依据，在保护处理过程中，注意保持文

物的原真性；另一方面咨询相关专家，专家指导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保护技术及保护材料的筛

图��� 0��梵汉文棺箱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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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最大程度地延缓病害，保持文物稳定状态。

����结� � 语

河北宣化下八里村辽墓出土的木质文物存在多种病害，根据漆木文物的损坏机理，借鉴国内外

先进的文物保护经验，有针对性的筛选文物保护修复材料，确保保护修复后的木漆器在该类别文物

的保管条件下可长期保存。木质文物的加工工艺具有浓厚的特点，对带有历史信息的彩绘墨书等部

位，保护处理过程中给予特别注意并详细记录。木质文物经过加固处理后，延缓了木质文物病害的

发生，保存状态稳定。

本项目从消除病害，加强文物本体结构强度，关注文物保护处理后的保存环境等方面综合考虑

分析，为给保护、修复木质彩绘（含墨书）文物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法，首先对其加工制作工艺进行

充分调查，然后对其所用材料进行病害特点与老化原因的分析研究，同时借鉴壁画和彩绘保护修复

的实践经验，最后设计了表面清洗-防虫防霉-颜料及木质层加固-局部修复-整体封护的技术路线。

保护修复的全过程拟采用检测分析、实验和现场施工相结合的方式，边施工边实验分析验证保

护处理效果，确保保护修复后达到方案的要求。为保证项目顺利进行，在项目执行的各关键阶段，

聘请相应专家进行指导，在不同阶段请同行进行交流合作等多种方式开展工作。为即将实施的Ⅱ区

辽墓出土一级文物彩绘真人偶像及木质文物实施保护与修复提供翔实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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