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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出师表》残缺拓片的修复
看修复理念的变化

张兴伟

（长沙市博物馆，长沙� ������）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修复宋岳飞《前出师表》拓片，所采取的一些传统修复技术与现代技术相

结合的方法，来讨论一下传统修复技术与现代技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在当今科技迅猛发

展的条件下，会给中国古老文物的修复和保护带来怎样的帮助，以及如何能够把现代技术更广泛和

切实的应用在传统修复技术上，从而保证文物在艺术价值、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及文物价值不再因

保护和修复上的不利而导致再一次的受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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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人给我们留下了无计其数的珍贵

文物，这些珍贵文物中包含了大量的拓片作品，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有些已经不能再拓了，还有的

原碑已经遗失毁坏，成为了传世的孤本，作为易损坏的文物，能够保存至今，已经是值得庆幸的事

了。同时也归功于这项古老而又科学的传统工艺技术——古籍书画修复技术与装裱技术。经过千百

年来的探索和研究，这项传统的工艺也不断地得到了完善，面对这伟大的传统技艺，作为一个炎黄

子孙也感到十分自豪。我们作为新一代的修复人员，能够与这些珍贵文物更进一步的对话，更深入

的了解它们，我更感觉到自豪。须要我们去救治的文物很多，但是这方面专业的人才已经不多了，

出现了“断层”的现象，还有就是学历不足的状况。我们作为新一代的修复人员，应该不断努力，

不断去钻研，探索这一古老的技术。面对这古老的技术，我们一方面保持其传统技术的精湛要求，

另一方面还要利用先进的现代技术科学手段，把传统的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把这门传统的工艺

进一步升华。找到一条更适于修复的高科技传统修复工艺。使其能够提高促进这项古老而又传统的

技术，趋于完善。我们的这个修复技术从古到今从无到有，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在不断地发展和创

新中完善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与其他事物是一样的，也是遵循着事物

的变化规律的，不会只停留在某一个时代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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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拓片的起源及发展

拓片技术在中国已有����多年历史了，是一个独特而又古老的中国艺术，用墨把石刻和古器

上的文字及花纹拓在纸上后的成品，这种拓印行为称拓片。拓片是从原物上直接拓印下来的，大小

和形状与原物相同，是一种科学的记录方法（保证了与第一手资料完全相同的资料）。除有凹凸纹

饰的器物外，甲骨文字、铜器铭文碑刻、墓志铭、古钱币、画像砖、画像石等都广泛的使用这种方

法记录。许多已消失毁坏的碑刻，因有拓片传世，才能看见原碑文的风采，如汉西岳华山庙碑，在

明嘉靖三十四年（����年）地震时被毁，传世拓片遂为珍品，唐柳公权书宋拓神策军碑，因原碑已

失，仅有一册拓片传世，就成为了孤书本，所以说其拓片的重要性，正面上保证了艺术价值资料价

值、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同时也证明了拓片从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记载和传播着古老的中国文

化。

���本次修复拓片的介绍与说明

���� 基本介绍

现介绍一下南宋岳飞的《前出师表》拓片，据史料记载，南宋绍兴八年（����年）八月，攻打

金兵的岳飞路过南阳竭武侯祠，岳飞在“跋”中写道：“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竭武侯祠遇

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祠，诗赋及祠石刻一表，不觉泪如雨下，是

夜，竞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恭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

并时。”岳飞手出的前后出师表可谓称上“三绝碑”。所谓“三绝碑”一为文章绝，出师表千载名

篇；二为书法绝，岳飞的书法可谓苍劲峭拔，龙飞蛇腾，天见忠武气流于笔端；三为刻工绝，宛如

手书，三者结合，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 拓片的基本情况

本次修复的拓片为《前出师表》部分，现对所修复的拓片进行介绍和说明。此拓片破损比较严

重，经过手工拼接托裱，处理以后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和破损，如有些破损地方缺字，有的地方有水

渍和油污，但其最主要的还是拓片缺损的比较严重，整幅拓片的缺损处较多，所以主要针对此拓片

的受损情况来进行修复。

���运用现代和传统技术修复受损拓片

���� 传统修复技术的运用

在修复之前已经制定了几套的修复方案，选用最安全和最实用的一套方案应用在此次修复中。

在修复拓片过程中也有一定的修复原则，评定修复工作的优劣，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修旧如

旧”，即指拓片经过修复以后，还保持着原来的特点和装帧，拓片的资料价值，文物价值没有因修

复而受到损失，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在拓片修复过程中选择正确的修复措施。也可以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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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措施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拓片修复的质量。修复方法主要以托、补修、全色、裱等几个步骤和过

程结合完成。在传统修复过程中先把主要修复的作品拼接上，托上命纸，第一保护拓片不再损坏，

更近一步地保证了拓片的固定性与完整性。修补可以在同一个时间进行，有部分破损的地方，可以

补纸接笔。补这一步很重要，直接会影响到全色接笔的效率。周嘉胄在《装潢志》论述“补”的文

章中写道：“补缀须得书画本身纸绢，色不相当尚可然配。绢之粗细，纸之薄厚，稍不相侔，视即两

异。故虽有补天之神，必须练五色之石，绢须丝缕相对，纸必补处莫分，所以说在修补过程中是非

常重要的。”

在修补完成后要进行全色，拓片的全色过程重要是以黑色（墨色）为主，全色使整幅作品整体

上浑然一体，看上去有整体美，也就达到了全色的意义了。

以上所阐述的是用传统技术工艺对此拓片的修复，显得有些单一，我想如果结合现代的技术，

系统的来对此拓片进行完整还原修复（在不损坏、不改变拓片原样和整体性的条件下），这会给它

带来更加完美的艺术价值、资料价值、历史价值。

���� 现代修复技术的运用

我们所用的现代技术就是针对这样的拓片（破损比较严重，不完整，中间缺字，整体信息不完

整），完全失去了艺术美和文物的完整性。

首先是建立数据库做这个拓片之前，我们要把整体拓片资料输入电子计算机，建立一个系统的

整体的数据模库，再利用网络和资料检索匹配技术来找所需的资料，再把这一些相关的材料编辑程

序保存起来。用这一个完整的材料与要修复的拓片做出一个资料匹配和修复分析，分析出来的结果

再仔细的思考，最后做出一个完整的修复方案来。

其次就是要对所修复拓片模拟还原。模拟还原也就是要把损坏的拓片用专业的软件如

3KRWRVKRS、模拟��还原等软件进行对拓片的模拟还原（也要借助原碑或完整的互联网信息）做到

最精确和最完整。

�第三，进行还原以后就要对受损处做处理，本次要修复需要处理的地方比较严重的有三处，

针对这里和已还原的做比较，还有模拟出来的破损部位进行制作———与原拓片吻合的实际受损处

的文字，说到这里，我们还要掌握一些问题：

（�）如何能够让做出来的这块受损文字部分与原拓片文字的纹理统一。纹理就是原拓片上的

一些老旧纹理或石碑上的原有的一些纹理；

（�）如何能够让墨色的纸张与原拓片做到合二为一，天衣无缝。

经过不断实验，总结出来了一些方法，我们不可能把缺损的文字直接刻在石头上，一是石头坚

硬不好掌握；二是石头的材质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也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不主张用石

头，实验试用一种板材“三合板”（一种做油印、水印版画的木质材料），三合板便于篆刻，我们

能够掌握尺度，更好地完成缺损处文字的还原，所以采用三合板更为有效更好掌握，最后在三合板

上做出石碑上的机理，再通过打磨，可以与拓片原的纹理做成天衣无缝，实验非常成功。

至于墨和纸张，我也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在拓的过程中也用了很多种类的墨，但是效果不是十

分明显，经过了反复试验（表�），最终觉得使用墨膏和松烟墨能够使之与原拓片相吻合，但是这

还须要进行配派。光有墨色不行，纸也是非常重要的，新纸肯定是不行，这样我们就要用年头长一

点的旧纸或防古纸（必须是托好的）来进行拓。这样拓出来的与原件的气色就相同了。再把拓好的

这一张，揭去后面的命纸，这样就可以补在原拓片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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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墨水实验对比表

墨水样品 墨汁特性 颜色吻合度��

一得阁墨汁
墨迹光亮、浓淡五色、浓度适中、香味浓厚、写后易干、

适宜揭裱、耐水性强、永不褪色、沉淀性小、不激纸
��

红星墨汁 墨色鲜艳光亮、耐水性强、不易沉淀、淡墨不发灰等特点 ��

曹素功墨汁 墨色鲜艳、浓淡五色、耐水性强、不易沉淀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

配比墨汁 颜色沉稳、浓度适中、耐水性适中，沉淀性小 ��

第四，在全部修复完以后要对少部分破损不算严重的地方进行全色，使之效果更加好。

我们利用现代的电子计算机还原技术把缺损处给还原出来，再用传统的技术，传统的工艺对

缺损部分进行补修、拼接，完成了对这一作品的修复，我们即可以保证此拓片的原貌，也可以使

我们欣赏到更加完美的艺术品，同时又可以使资料价值、艺术价值等得到升华，这是值得我们深

思熟虑的。

现在可以想一想传统技术对拓片修复的单一性和局限性。给其作品因修复的单一性和局限性不

能释放全部的艺术魅丽，给人们的欣赏造成了一些缺憾。结合现代的修复技术修复拓片给拓片的修

复带来了革新，丰富了许多能够更完整的改善拓片整体面貌与原作品的吻合，达到修复的目的。

通过传统技术工艺结合现代技术来修复书画拓片等，可以说从各个方面都带来了重大的改变，

能够更准确的不断加强修复技术，全面体现了我们新一代的创新思想，完整的结合了我们传统而精

湛的工艺技术，提高了修复水平。

���修复后的拓片保护问题上的几点想法

修复整理完整的拓片也要精心的保护和保管，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我们在修复完以后可

以直接先把拓片给装裱起来，以便于保存。常见的装裱形式如下（单张拓片主要装裱成立轴式）。

���� 经折装

主要用于帖的装裱。这种帖一般都按照一定的规格，在拓片的背面托�～��层手工纸，然后按预

定的规格把拓片左右均匀折叠起来，最后在首尾再各装上一张硬纸作书皮，有两种作法。

（�）“五镶”：主要用于经过揭裱后的拓片。先按照一定的尺寸把拓片上的文字排列好，然

后先按从左至右、再从上到下的次序镶上纸条，再在拓片的背面托一层薄纸。经过上墙绷平、下墙

后裁齐上下两边，再按一定的规格将裱好的拓片左右折叠。最后首尾各装上一张硬书皮。

（�）“挖镶”：按照一定的尽寸把拓片上的文字排列好，然后再在拓片的背面托一层薄纸上

墙绷平待用。托好面纸，也要绷平。将拓片在面纸上排好、固定。依拓片的规格将面纸上多余部分

挖掉，粘贴在事先托好的褙纸上。上墙绷平、下墙砑光、裁齐上下两边，再按一定的规格将裱好的

拓片左右均匀的折叠。首尾各装上一张硬书皮。

���� 蝴蝶装

也分为“五镶”式和“挖镶”式两种形式。操作方法与经折装中的“五镶”和“挖镶”的手法

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经折装每次托裱的拓片一般为一开半到三开半，最后连接起来再裁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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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边。而蝴蝶装每次托裱的拓片仅为一开成为一张蝴蝶装的书页，托裱以后上墙绷平、对折。书

叶按顺序集在一起，对折的一面作为书口对齐，最后连接起来以后，裁齐除书口以外的其他三面。

���� 粘贴成册

以下几种拓片因为面积较小，只能用粘贴成册的办法。①甲骨文；②金文拓片的粘贴；③残石

拓片的粘贴。

装裱以后，人为的保护也是十分重要的，要注意防潮、防尘、防雾、防蛀，防止一些不必要的

损失，所以在保护上，以上的这几点就是保护所要针对的几个难点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也要在室

内湿度、温度等方面配合保护，我也就不在这里做多余说明了。

���对现代技术应用在装裱修复上有几点设想

笔者在专业之余对现代技术应用在装裱修复上有几点设想。

（�）自动方裁画心机。在裱画过程中有时总是因为画心不齐而影响整个裱件的效果，所以我

在裁画心的时候就思考，怎么才能把画心裁的又准又齐。我试想通过在电子计算机设立要裁画心尺

寸的数据再结合裁纸机进行数码控制，应该能达到预想的效果。

（�）对自动全色引洞技术的设想。在全色时通过电子计算机模拟修复看一下效果，然后提取

修复处样本进行全色引洞。

可能这些设想不能如人所愿，但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结� � 语

在装裱与修复过程中，突破传统的修复技术并应用与结合现代技术，保证文物在艺术价值、资

料价值、文物价值、历史价值等方面大放异彩，希望通过传统与现代技术的结合能够为我国文化艺

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一些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