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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院藏《蔡仲岐观察说帖》的保护修复

何子晨� 郑冬青� 陈潇俐

（南京博物院，南京� ������）

摘要：我国纸质文物数量众多，随着时间流逝很多纸质文物已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如何科学保护

修复这些珍贵文物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结合实际修复工作，以南京博

物院院藏清代《蔡仲岐观察说帖》为实例，探讨通过科学的检测方法及相应的处理手段选择文物修

复用纸并进行二次加工，最终达到提升修复用纸与原文物载体适配性的目的。这种修复理念的具体

实践，对同类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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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因此流传下来的纸质文

物不计其数。纸质文物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资源，是传播知识的载体，因而极具使用与收藏价值。这

些纸质文物经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沧桑，大部分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面对大量待修复的纸质

文物，文物保护工作者主要采用传统手工修复方法和通过相应的物理与化学方法来保护修复纸质文

物，最终达到延续纸质文物寿命的目的，使其得到更长时间的保存。

���纸质文物修复的“修旧如旧”原则

我国传统的纸质文物修复技术历史悠久。它萌芽于魏晋，完善于隋唐，昌盛于两代，纸质文物

修复专业性、技术性很强，如修复的手段就有补、裱、镶、装等十几种技艺，文物保护工作者本着

“修旧如旧”、“过程可逆”、“最小干预”的原则来保护修复每一件文物。所谓“修旧如旧”，

指的是在修复纸质文物时，即要达到加强纸质文物的机械强度提高耐久性能，又要不改变其原貌，

保持原有风格和特色，其内涵非常丰富，因此也最难以把握。

纸质文物的破损有各种原因，如虫蛀、鼠咬、烟熏、水湿、阅读不慎导致损害等。要修复这些

文物，就要选择使用与原文物本体纸性、纸色和耐久性差不多的旧纸或仿旧纸，但旧纸的来源主要

是收购没有价值的残旧古书，取其天头、地脚、书脑等空白处［�］。现在可以利用的古书旧纸越来

越少，虽然有的商品纸经制纸原料和加工工艺分析可以用作修复材料，但纸质文物在保存过程中受

到外环境影响导致载体的颜色已发生改变，它们与未受侵蚀的载体材料有明显区别，将买来的商品

纸不经处理直接使用，修补上去的纸和原文物本体用纸纸性不匹配，这样修补过的地方变化明显，

背离了“修旧如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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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修复文物现状调查

对任何一件文物进行修复保护之前，首先是对这件文物的历史信息、纸张材质、保存现状做全

面的调查，对其遭受的病害进行评估，同时填写《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记录》。

《蔡仲岐观察说帖》为清光绪年间纸本墨书，单宣用纸，采用传统的经折装形式装帧，纵约

�����FP，横约����FP，文物载体S+为���，其主要病害是虫蛀。起初选择修复用纸方面只分析其制

纸原料，纸张颜色仅靠肉眼判断为白色，忽略了此帖在储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环境条件的影

响，如光、热、水分和大气中某些活性物质的作用，使文物载体在结构和成分上发生变化经慢慢演

变使其退色。当修复几个虫洞后发现补过的地方色泽过深，补纸和原文物载体色差明显，因此赶紧

将补纸揭除，对文物载体与修复用纸进行颜色分析。

���修复用纸的检测与处理

经白度颜色测定仪检测得知原文物载体白度5���为�����，��为�����，D�为����，E�为�����；

而修复用纸的白度5���为�����，��为�����，D�为-����，E�为����。目前，世界各国通用检测颜色的

方式为����年�,�（国际照明委员会，系法语�RPPLVVLRQ�,QWHUQDWLRQDOHGH�/́ HFODLUDJH的简写，英文为

,QWHUQDWLRQDO��RPPLVVLRQ�RQ�,OOXPLQDWLRQ�）的���D��E�系统，作为国际通用的客观辨别颜色的标准。���

D��E�系统是����年�,�根据莱特（:�����:ULJKW）和吉尔德（-��*XLOG）的研究，推出了�����,���<=

系统，作为国际通用色度学系统，并规定了光谱的���值，这三个值称为光谱的三刺激值。����

年、����年�,�在此基础上两次加以修订，最终推出了现在各国通行的标准色度���D��E�系统。在���D��

E�系统中，���D��E�分别代表物体的亮度、红绿值和黄蓝值。亮度��取值范围为�～���，D��和E�的取

值为-���±���，其中D���表示红色，D���表示绿色；E���表示黄色，E���表示蓝色。这样���D��E�标

准色度通过数字描述，提供了一个统一的颜色空间，对于任意一种颜色，都有唯一的���D��E�值与之

对应；相反，只要给出一组���D��E�值，我们就可得到其唯一对应的颜色［�］。

设原文物载体���D�� E�值为����D���E��，修复用纸���D��E�值为���� D���E��。根据公式�Δ�
��

 ���-���、�ΔD
�� D��-D��、�ΔE

�� E��-E��得知�Δ�
�为����，ΔD

�为-����，ΔE
�为-�����。经总色差公式�

Δ� �得知�原文物载体与补纸之间的色差约为�����。通常情况下，Δ�在

�～���属微小色差，在���～���属较小色差，在���～���属小色差，在���～���属大色差，在����属

极大色差。文物载体与补纸间色差已高于���，色差极大不符合文物修复用纸规范。依据“修旧如

旧”的原则需把修复用纸进行相应的处理，使其达到文物修复材料的要求［�］。

如何使修复用纸与原文物载体间的色差减小颜色相近？目前国内对纸张着色做旧的方法有

两种。

（�）染料染纸法。染料染纸法使用的染料大多是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现在常用的染料有藤

黄、花青、赭石、橡碗等。但通过对染料成分的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矿物染料在生产过程中勾兑的

化学物质对纸张伤害很大；而植物染料橡碗虽然用其汁水染过的纸颜色古雅，且不退色，但由于橡

碗中含有丰富的单宁和色素，都是弱酸性物质，他们会加速纸张纤维的水解和老化［�］。

（�）干热加速老化法。使用鼓风式电热恒温箱，将修复用纸挂在烘箱内距恒温箱内壁不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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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箱内温度根据被老化纸张的纸性而定，一般文化用纸温度设定在���℃±�℃即可；而高

纯度纸如电器绝缘用纸，传统手工纸需将老化温度提升至���℃±�℃。干热老化一定的时间后取

出，测定其有关的性能变化，一般情况下纸张在温度���℃±�℃老化��K，相当于自然室温下保存

��年。此方法是在小环境内模拟纸张老化环境加速纸张老化周期，使其物理性能与古纸类似，达到

修复用纸的要求。

虽然文物载体可以通过破坏发色基团来恢复纸张原有的颜色，方法有氧化法、还原法和液体光

漂等，最后要进行彻底的洗涤［�］。但各种脱去发色基团的方法对纸张都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加上

待修复的纸质文物有的千疮百孔，有的絮化严重，已经不起反复折腾，用此方法恢复文物载体本色

风险较高，因此不考虑使用。

经反复试验分析，笔者认为干热加速老化法处理后的修复用纸物理性能和原文物本体用纸接

近，其颜色也比染料染纸法固色更加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之纸和纸板干热加速老化

的方法（*%�7�����—��）使用干热老化箱对修复用纸进行热老化处理，因修复用纸为手工纸属高

纯度纸，因此将老化箱温度调整至���℃±�℃。将修复用纸置于干热老化箱内进行热老化处理，以

��K为一个周期取出后根据检测其相应数据算出色差，检测结果见表�。

表1 色差实验数据表

老化时间 �� D� E� Δ�

��K ����� -���� ���� �����

��K ����� -���� ���� ����

��K ����� -���� ���� ����

��K ����� -���� ���� ����

���K ����� -���� ���� ����

���K ����� -���� ���� ����

���K ����� -���� ���� ����

���K ����� ���� ����� ����

���K ����� ���� ����� ����

���K ����� ���� ����� ����

���K ����� ���� ����� ����

���K ����� ���� ����� ����

���K ����� ���� ����� ����

���K ����� ���� ����� ����

���K ����� ���� ����� ����

���K ����� ���� ����� ����

���K ����� ���� ����� ����

经过���K的老化过程，修复用纸与文物载体间的色差为����，属微小色差。按温度���℃±�℃

老化��K，相当于自然室温下保存��年计算，处理完的修复用纸相当于自然室温下保存约���年，与

文物年代相接近。后经检测处理完的修复用纸其S+为���，符合纸质文物修复材料的要求。修复用

纸处理前后对比见图�和图�。

通过几个月的努力，此件文物得到了较为科学合理的修复，使千疮百孔的文物本体恢复了生

机，延长了此件文物的使用寿命。修复前后对比见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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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语

文物修复是对已损文物进行技术处理，使其病害消除，损毁部位得以恢复的工艺过程。对于修

复者而言，修复技艺固然重要，但在修复过程中只重视自身的修复手法，忽略对修复材料的选择与

判断，笔者认为即使有高超的修复技艺但在修复材料使用方面出现错误，这对文物带来的影响是毁

灭性的。

图�� 修复用纸处理前后对比图 图�� 修复用纸处理前后对比图�

�图�� 修复前 图�� 修复前

图�� 修复后 �图�� 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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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随着时代的发展，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方法科学化成为近几年国

际国内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传统修复手法加入科技的元素，使传统修复保护工作更具合理性，真

可谓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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