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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在古建筑内檐棚壁糊饰技术应用中 
解决的几个影响棚壁耐久性的具体问题

王敏英

（颐和园管理处，北京　������）

摘要：古建筑内檐棚壁糊饰是一项传统工艺，是古建筑修缮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颐和园相

关人员自��世纪��年代起，在修缮和利用古建筑的过程中对该项工艺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与实践。经

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理论和操作技法。特别是在陆续修缮的多处古建筑群中，将研

究成果应用其中。在应用中，根据园内古建筑的实际情况，解决了几个影响棚壁耐久性的具体问题。

同时，也对这项传统建筑内檐顶棚墙壁纸张糊饰的工艺、文化内涵以及材料制作等方面，有了更深一

步的认识，为进一步深入全面地挖掘和应用这项濒临失传的重要传统工艺作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颐和园　内檐棚壁糊饰　耐久性

���棚壁糊饰和颐和园建园后古建筑内檐棚壁糊饰的简况

���　棚壁糊饰

棚壁糊饰是指用纸张或丝绸等材料，以裱糊的方式装饰传统木构建筑内的顶棚和墙壁，以及

封护门窗缝隙的工艺，并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带有规范或一定模式的裱糊技术。我国北方传统

建筑的内檐装修，大都采用这种裱糊装饰方法，尤以清代盛行。清雍正十二年颁布的《工程做法则

例》中被列为裱作，与“木作”、“油作”等并列于古建传统工艺的范围。

棚壁糊饰工艺在传承过程中，有的区域逐渐将建筑内檐墙壁和木构上装饰性的大幅书画（贴

落）以及悬挂的内檐匾联等的装裱张贴的工艺也列入其中。现代，根据其特征和范围，我们称之为

“中国传统建筑内檐棚壁糊饰工艺”，简称“棚壁糊饰”（图�）。

���　清王朝灭亡，棚壁糊饰工艺走出皇宫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进步，内檐棚壁糊饰工艺，因古建筑使用功能的改变而彻底退出了皇家

生活的领域，该项工艺随之走出皇宫高墙。一部分内容和技法在民间因为没有适宜的环境无法延续

和发展继而消失；另一部分内容和技法与民间类似的工艺逐渐结合起来，形成了当时社会需求的棚

壁裱糊行业。但是，这时的棚壁糊饰工艺与清代宫中的选材和做法以及使用要求有着较大的差别，

而这项反映丰富传统科技与文化信息的工艺已是濒临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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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颐和园作为公园至��世纪��年代的古建筑内檐棚壁糊饰的大致情况

颐和园作为公园开放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园内古建筑内檐棚壁多年失修，大都千疮百孔，破损

严重。此时，清宫所用棚壁材料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不再生产，市场上类似材料也难以寻觅。园内

掌握宫中裱作的技术人员更是严重匮乏。

据调查，第一种情况：自����年至��世纪末，在��年的时间里，园内棚壁所用纸张基本是从民

间购到的材料，工匠大多来自民间传人和本园职工。

第二种情况：由于经费等多种原因，大量内层纸张用新闻报纸代替，银花纸几乎使用再生纸为

载体，使用染料刷印的面纸。

仅使用这些不耐久材料这一项，糊饰后的棚壁在短时间内就会陆续出现多种破损问题，不仅直

接影响古建筑的利用，而且，使这项传统工艺的材料制作技术与文化信息逐渐丢失；

第三种情况：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内檐装修工艺。出现了顶棚用木板、三合板封死、石膏板吊顶

等现象，这样不仅改变了古建筑的历史原貌，而且使古建筑局部失真。

���古建筑内檐棚壁糊饰技术研究的重点和目标

古建筑内檐棚壁糊饰工艺是附属于传统建筑修缮技术的一项工艺和制度。所包含和反映的丰富

的传统科技与文化信息，尤其是作为展现重要建筑历史原貌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

其展开积极地挖掘、传承、发展与保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突破的重点

颐和园在棚壁糊饰的研究与实践中，在遵循各项修缮原则、各项相关规定继承传统工艺的前提

下，将以几个方面作为突破重点：

（�）寻找古建筑内檐棚壁的破损原因，总结其损坏规律，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

方案。

（�）认识清代建筑内檐棚壁糊饰材料自身的性能。

图�　建筑内檐糊饰后的棚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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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采集清代皇家工程的纸迹标本分析：

①多层面纸重叠的现象（图�）。清中期至清晚期的银花纸多层重叠，说明清代粘贴新银花纸

时，墙壁是完好的。不需要撕掉旧纸重新裱糊内层纸张，只需直接将新的银花纸贴于旧纸墙壁上即

可。从中反映出清代在操作时非常讲究技法，对实现棚壁的抗张功能有着严格的要求，能够使糊饰

后的棚壁耐久延年；�

图��　多层银花纸重叠

②基纸为什么需要�a�层？首先，在操作时必须是每层纸张都富有功能，如“梅花盘布”解决

纸张与白樘箅子的牢度问题，二道纸解决棚壁凸凹问题等；

③�a�层基纸的组合有调节室内相对湿度的功能。如潮湿时�纸张可以一定量的吸收室内空气中

的水分。干燥时�又能够释放纸张自身所含的水分。做到当棚壁吸收水分后不过于松弛，棚壁释放

水分后不过于绷紧。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其平整，而且使棚壁具有了抗张强度；

④银花纸纹饰拙朴大方，除装饰作用外，其手工宣纸和刷白的工序，客观上营造了棚壁的碱性

环境。

认识到清代建筑内檐棚壁糊饰材料及操作方法自身的性能，对我们研究现代的操作技法和监制

棚壁材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严格控制仿制材料的监制过程及产品指标。

（�）运用经过研究和试验的操作技法，合理利用多种棚壁材料自身的性能，通过操作使纸张

等材料按照遗迹标本顺序组合，将材料自身的性能转化为提高棚壁抗张强度的有利因素。

（�）对传统工艺在挖掘和传承的前提下进行革新和发展，力求恢复古建内檐棚壁糊饰工艺的

历史真实性和古建内装修的完整性。

���　制订实现目标

把握控制以上几个方面就是为实现目标奠定了基础，并经过实践和数年来的跟踪检测观察，收

到了预期效果。我们的目标是：

（�）尽最大的努力保留该工艺的各种原真信息，包括棚壁糊饰工艺和棚壁糊饰材料的制作工艺；

（�）使糊饰后的内檐棚壁最大限度地耐久延长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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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内檐棚壁的破损原因与损坏规律分析�

通过对古建筑内檐棚壁破损原因及损坏规律的长期观察研究，根据古建筑群内檐棚壁破损状

况、采集遗存纸张等实物的调查分析，大致有以下�种情况：

（�）许多建筑的基纸和面层纸选用了廉价而不耐久、易老化、强度低的纸张，基本为现代再

生纸，很多地方也有大量的新闻纸张（图�）。使用这种纸张裱糊的棚壁，抵御一年四季气候变化

的能力极差。即使施工人员具有很高的裱糊技术，也无法解决纸张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棚壁的

耐久延年就无从谈起。

图�　大量使用新闻纸张 图�　底纸与很窄的白堂箅子木框平面粘贴

（�）在调查殿堂棚壁破损状况时，我们没有发现传统梅花盘布“扒蹬儿”的做法。而顶棚

底纸只是与很窄的白樘箅子木框平面粘贴，这样裱糊的顶棚不具备抗张功能（图�）。当气候发生

温、湿度变化时，顶棚纸张随之吸水膨胀、干燥收缩，很容易造成顶棚与白樘箅子大面积分离，导

致顶棚整体下垂。这种做法，即便选用了耐久的棚壁材料，也会影响顶棚的寿命。�因此，梅花盘

布“扒蹬儿”是非常重要的一道工序，是能否使各层纸张与白樘箅子牢固结合的关键环节。传统官

式棚壁糊饰做法中，将该道工序称为“盘布”，术语读作“搬布”。

（�）不合理的维修方法，使棚壁的质量受到直接影响。在维修破损的棚壁时，只局部表面贴

补面纸、只更换面层纸张，或表面钉木条后粘贴面纸，没有解决底层纸张与木箅分离的问题，导致

面层纸张逐年加厚，顶棚纸张的自重使脱离白堂箅子的速度加快，大都在所裱糊的纸张干燥过程中

顶棚就开始陆续崩裂损坏（图�、图�）。

（�）使用不适宜的黏合剂或面粉糨糊调制不当，都会影响棚壁的耐久性。近些年，很多地方

的内檐棚壁糊饰使用化学糨糊作为黏合剂，早期也多有使用小麦面粉制糊的情况。我们从颐和园排

云殿取到的棚壁纸样看到，棚壁材料为六层基纸、一层棉布、一层面纸。与白樘箅子结合的第一层

纸张上面糨糊刷得很厚。虽然距今已有���年，仍然可以看到干燥糨糊的厚度竟�PP左右。我们分

析当时用糊过厚的目的，可能是在不做“扒蹬儿”工序的情况下，为了增加纸张与木箅平面结合的

牢度而采取的补救措施。

但是，用糊过厚客观上不仅影响棚壁的质量，而且还给多种害虫提供了最好的食物，也给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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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滋生准备了充足的营养物质。一旦害虫和微生物蔓延，给古建筑及室内文物带来的威胁就更加

严重。因此，棚壁选材和操作不当也是导致古建筑发生虫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图�）。

通过综合的调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长期以来，古建筑内檐棚壁用纸张和技术规范问题一直未被重视到如同大木、砖石、油

饰彩画维修同等的程度；

（�）在现实的利用和维修中，人们往往对古建筑内檐棚壁糊饰工艺的认识偏重在其现实使用

功能上，而在使用材料、纹饰选择及工艺做法上相对较为随意。对技术性能与文化内涵则未加以充

分注意；

图�　错误的维修方法之�局部表面贴补 图�　错误的维修方法�表面钉木条后粘贴面纸

图�　棚壁选材和操作不当也是导致古建筑发生虫害的主要原因之一

（�）历次裱糊棚壁，基本上是以清洁见新为目的，忽视了棚壁糊饰的原本功能；

（�）棚壁的选材受到资金和传统产品等多方面的制约，基本使用的是不耐久的材料；

（�）由于历史上的多种原因和局限，传统技术在传承中趋于简单化。特别是在传承过程中，

重复延续“有误而无奈”的操作方法，将原工艺所具有的部分科学含量丢失，造成无论从工艺还是

材料上都已经渐失传统工艺的真意；

从我们采集到的标本食物可以看出，清代灭亡至民国时期，官式做法基本淡出，而小式做法得

到变相的发展。此时的裱糊顶棚工艺虽然在民间形成了较大的行业，但这时的民间裱糊行业与清代

宫中棚壁糊饰工艺在诸多方面都有很大差异。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七次学术年会论文集��328��

���选材与主要材料分析����

在研究整理传统棚壁糊饰的工艺中，我们觉察到所搜集发现的各种信息表明，此时的该项工艺

并不是尽善尽美。倘若完全照搬地继承“变化了的原工艺”，将难以实现新形势下长久利用古建筑

的需要。按照继承而不泥古的原则，有必要在其不足之处予以改进，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同时发展传

统工艺，对该项传统工艺进行研究开发和应用，目的是要实现我们在长期利用古建筑的同时，在保

存古代遗产的本来面目的基础上增加其延年性。

我们在选材上必须遵循的原则：一是所选取的材料本身必须是耐久的；二是所选不同材料的组

合必须是有利于棚壁延年的。

���　选择基纸材料

基纸是棚壁糊饰最基本的纸张材料。我们直接选用了故宫博物院研究监制的仿乾隆高丽纸。乾隆

高丽纸生产于乾隆年间，是一种以����的桑皮纤维为原料的手工纸张，S+�呈弱碱，其抗张强度、耐折

度、撕裂度等指标极为理想，属于耐久的纸张材料，这种纸张在清代中期后不再生产。��世纪初，故

宫博物院对此种纸张进行研究仿制，各项指标与乾隆高丽纸接近，其中抗张强度超出原纸指标。

颐和园自����年后的古建筑修缮中，基本采用了这种使用传统手工技术制作的耐久的桑皮纸为

棚壁糊饰基纸材料，即保留了棚壁糊饰的相关传统技术信息、保留了该工艺材料的传统生产技术，

也为裱糊装饰后的内檐棚壁能够耐久延年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

���　监制银印花纸（面纸）

为确保工程工期需要和一些其他客观原因，我们进行了银花纸（面纸）的仿制工作。

4.2.1　传统银印花纸的现状

按照专家指引，我们找到河北一家早年为故宫制作手工刷印面纸的厂家。在试制中，发现该厂

所谓的“传统工艺”因为数十年以来技术人员断层、市场需求量太低、制作成本等多种客观因素，

导致新中国成立以后生产的银印花纸在载体、施胶、色素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其着眼重点基

本放在降低成本、增加产量方面。产品虽然还是通过手工雕版和手工刷印套色完成的，但是，已经

不是完全意义的传统工艺。并且质量极差，甚至，由于改变施胶配方，色素与纸张的结合方式仅呈

表面粘附。小团龙印花面纸成品的绿色印花只经轻轻摩擦或轻弹纸张，印花就纷纷脱落。这样的印

花面纸根本不能用于颐和园的修缮工程。因此，为了确保质量，我们在监制过程中又承担了研究、

整理该项传统手工艺的工作。

4.2.2　研究整理传统手工银花纸（面纸）工艺

首先，要求和指导刷纸厂改变面纸的载体。选材尽量接近清代选材标准，使用耐久的传统手工宣纸；

其次，恢复传统的施胶材料和配方，使图案色素与纸张的结合方式为渗透结膜，实现成品银花

饱满亮泽，套印绿色图案不脱落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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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银花、绿花图案仍然保留传统耐久的色素材料；

第四，沿用传统手工雕刻木质膜板工艺；

第五，沿用传统的手工套版刷印等工艺。

目前，我们自己研制了几种印花纸：益寿延年、大卍字、小卍字、小团龙、葵花等纹饰，已经

投入生产（图�～图��）。

图��　大卍字纹银花纸 图�　益寿延年银花纸

图��　小团龙银花纸 图��　葵花纹饰银花纸

���　选择黏合剂

根据调查，传统棚壁糊饰工艺中大多使用面粉制糊。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科学分析，面粉糨糊存

在多种不利于内檐棚壁延年的因素，尤其是其易生虫、发霉的特性，给古建筑和殿内文物带来严重

危害。为了实现棚壁耐久延年的目标，要求棚壁糊饰的黏合剂必须具备化学性能稳定、S+�接近中

性或微碱性、色白或无色透明、不易生虫生霉、具有可逆性等性能。实践证明，用小麦淀粉制糊作

为黏合剂可以满足上述要求。

4.3.1　选择小麦淀粉及进行黏度测定

我们选择使用剔除面筋的小麦淀粉作为黏合剂。并且，针对很多业内人士提出小麦淀粉糨糊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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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够的看法，我们请相关专业权威部门做了小麦面粉糨糊和小麦淀粉糨糊黏度的技术测定。

从五次试验数据中取两组较稳定的数据比较。结果表明：单位：每秒平方毫米。小麦面粉糊化

后的运动黏度分别为���、���，小麦淀粉糊化后的运动黏度分别为����、����。小麦淀粉糊化后的黏

度是小麦面粉糊化后的黏度高达�倍以上。

4.3.2　认识小麦淀粉黏合剂

（�）小麦淀粉黏合剂具有以下性能：化学性能稳定；S+接近中性或微碱性；不易生虫、生

霉；色白或无色透明；特别是小麦淀粉糨糊所形成的胶黏膜能溶于水，因而具有可逆性。

（�）黏合剂及机理：凡能将两个物体表面紧密地连接起来，并能满足一定物理和化学性能要

求的物质称为黏合剂。黏合剂一般是高分子化合物。棚壁糊饰所需黏合剂的黏合机理大致为：黏合

剂涂刷在纸张表面后，慢慢扩散并浸润到纸张纤维里。当黏合剂分子与纸张中纤维素分子接近到一

定距离时，在分子间力及氢键力的作用下，互相吸引，产生黏附力。另外，黏合剂在由糊状转化为

固体过程中（固化）慢慢形成薄膜，产生胀紧力，使纸张黏合在一起。

（�）淀粉的组成及性质：淀粉是植物体中储藏的养分，存在于种子与块茎中。它是由许多α�

葡萄糖脱水聚合形成的高分子化合物。是一种白色、无甜味的无定形粉末，不溶于冷水、乙醇、乙

醚、苯等有机溶剂。

淀粉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它由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在结构与性

质上有一定区别，它们在淀粉中所占有的比例随植物品种而异。直链淀粉在淀粉中的含量约为

���～���。它能溶于热水而不成糊状。其分子量比支链淀粉的分子量小。直链淀粉能使糨糊形成

的薄膜柔韧并富有弹性。它是由α�葡萄糖�，��甙键结合而形成的链状高分子化合物。支链淀粉在

淀粉中的含量约为���～���。它不溶于水，但与热水作用能膨胀而成糊状。淀粉糨糊的黏度主要

靠支链淀粉。支链淀粉是由α�葡萄糖�，��甙键和�，��甙键连接而成的高分子化合物。淀粉大分子

中含有许多羟基，因此它具有较强的极性；而且由于氢键力和分子间力较大，因此它对与它结构相

似的纤维素有较强的黏附力。

（�）小麦面粉中通常含有淀粉���～���、水分��～���、蛋白质��～���、油脂

��～��，此外，还含少量纤维素、无机盐等。蛋白质、纤维素等是微生物、害虫生长的养料。另

外，蛋白质在浸润时黏性较大，易使纸张起皱；干燥后又易使浆膜发硬变脆。所以要求黏合剂材料

内这些杂质越少越好。

小麦淀粉是除去蛋白质等杂物的一种白色、无甜味的无定形粉末。经过加工后的淀粉制作的糨

糊色白、纯净、松软、不易生虫长霉，可以使棚壁纸张组合厚而较为柔软，有利于棚壁耐久延年。

����技术改进与施工操作中的主动预防

实现棚壁耐久延年，除选材外，还要掌握材料的特性，利用其自身特点增加其功效。

首先，通过施工人员的操作手法，保证纸张的形稳性，从而使棚壁自身具有抗张功能。纸张形

稳性是指纸张在外界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保持其尺寸和形状的能力。能否解决纸张的形稳性，对棚壁

的耐久性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材料确定之后，通过我们的操作，使所选材料的组合达到最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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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组成纸张的原料纤维本身具有遇湿后恢复纤维形状记忆的特性，决定了纸张利用中的不稳

定性。纸张吸水后均发生变形表象，而且存在着纵横方向的差异。这种不稳定性从某个角度上说，

对棚壁是不利的。但是当了解了纸张这一特性后，在操

作中加以利用和控制，就会将其转变为有利于棚壁耐久

的功能。

在应用中，我们利用了纸张自身吸水、伸缩率等物

理特性，操作时控制湿度、控制纤维润胀程度；通过非

限制干燥法进行合纸干燥；又在粘贴时将纸张受力的大

区域分散成若干小区块，恢复了“扒蹬儿打底儿”的传

统做法，即“梅花盘布”；整个棚壁用纸方向严格做到

纹理相交，控制角度，保证其均一性。并且使每层纸张

分别制约相邻层纸张纤维的不稳定因素，使棚壁整体具

有了，随气候、温、湿度变化而伸缩自如的极强的抗张功能（图��）。

其次，研究测试小麦淀粉的成分，利用小麦淀粉各种成分的自身特性，通过正确制糊的方法，

使其黏合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再通过正确刷糊操作，使纸张与黏合剂达到最佳黏合状态。

传统制糊中，经常出现糨糊黏度“过低”或“燥性大”的问题。倘若糨糊黏度不统一，对棚壁

能否耐久延年也有直接影响。使用黏度值悬殊大的糨糊，棚壁就会产生因不均匀而�“较劲”，又因

“较劲”而崩裂等诸多状况。这个问题使用仪器控制是可以解决的，可是在施工现场不可能有在试验

室里制糊的条件。为了使糨糊既符合标准又便于工人操作，我们要求采取“三定”办法，来获得淀粉

糨糊黏度的最高值，并使其达到每次制糊黏度基本相同的标准。所谓的“三定”，即淀粉、花椒、水

等材料配比定量；限定制糊人员、容器、搅拌工具及搅拌圈数；限定糊化用水温度和制糊时间。

第三，运用传统的椒汁浸渍法解决棚壁防蠹问题

虫蠹是古建内檐棚壁损坏的主要原因之一。造成虫蠹状况与温度、湿度、灰尘以及棚壁的各种

材料有关。害虫对棚壁的破坏机理非常简单，直接以棚壁的制成材料（木材、纸张、淀粉等）为饲

料。被咬食后的棚壁，纸张洞孔丛生、残缺不全、重者成为纸屑。害虫咬食棚壁后所排出的泄物，

会成为微生物繁殖的新的源泉。当害虫和霉菌同时作用于棚壁时，其后果更为严重，不仅会使棚壁

加速损坏，而且还会污染室内环境。

对发生虫害的建筑进行熏蒸杀虫，效果最好。但

是，我们要解决的是：怎样保持熏蒸效果。客观上，颐

和园大部分是原状陈设展览，其特点都是在清代的原址

按照清代的形式陈设清代的物品，属于开敞性展览，有

的展区门窗需要打开的，与博物馆展柜形式展览有很大

不同。为了避免或减少虫蠹发生，有效延长棚壁的使用

寿命，我们采取了预防性的保护措施，在施工中将古代

“椒汁染纸法”加以改变，运用在排云殿景区的棚壁糊

饰过程中（图��）。

椒汁浸渍纸为南宋发明的防蠹技术。椒汁的原料

为胡椒、花椒。以椒汁做防蠹纸，将印刷书籍的纸张，置于椒果水浸液中做浸渍处理，称之为椒

图��　梅花盘布

图��　传授制作防虫糨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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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用椒纸印刷书籍，可使整套书籍免遭蠹虫侵蚀，得

以长期保存。我们将一定配量的花椒煮开，虑去椒果制

成椒汁。再用定量椒汁将定量小麦淀粉糊化。在棚壁糊

饰的过程中，使椒汁糨糊均匀地接触每层纸张，确保防

蠹处理做到棚壁的每个角落。

经过努力，我们实现了一些传统工艺上的继承和革

新，很好地完成了工程任务。恢复了所修缮建筑群内檐顶

棚墙壁纸张糊饰的历史风貌；有的区域已经修缮�年，除

施工当时留下的观察点外，棚壁至今尚未发生变形崩裂

现象。能够抵御年温差��℃（冬天夜里最冷时大约零下

��℃，夏天最热时��℃）；能够抵御年相对湿度���a���

的变化；能够抵御�级大风，抗风裂；防虫达到预期效果

（图��）。

���棚壁糊饰工艺的交流与传承

传统建筑内檐棚壁糊饰工艺从研究至应用，至目前已经��余年。大致完成了如下重要工作：

（�）早期现场调查、采集标本、分析清代棚壁糊饰工艺的选材及功能；

（�）分析古建内檐破旧棚壁的破损原因及损坏规律；

（�）操作性试验、标本化验；�

（�）监制复原棚壁糊饰材料的生产过程，研发棚壁糊饰材料；

（�）在多处古建筑修缮中得以应用；

（�）立项课题研究，并获得一致高度评价；

（�）形成一系列棚壁糊饰工艺理论以及操作程序、技术要求；

（�）学术、技术交流，培养徒弟、培训施工技术人员。

���棚壁糊饰及棚壁糊饰质量对保护和利用古建筑的意义

颐和园作为公园开放以来，相当数量的古建筑都是作为原状陈设、专题展览、文物库房等使

用。而这些古建筑均置有大量的文物或陈设展览或保存于内。内檐棚壁经过糊饰能否耐久延年直接

关系到文物的安全。古建筑内檐棚壁糊饰实现了耐久延年就会减少修复的次数，从而也就减少了移

动文物的风险。同时，文物长期处于良好的存放环境，就会有利于文物的“延年益寿”。

（�）确保古建筑内檐棚壁糊饰的质量对保护古建筑和保护古建筑内的文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棚壁糊饰施工做到尽最大努力保留原真信息，对恢复古建筑历史原貌和恢复古建筑的完

整性、保护棚壁功能以及保护该项技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通过该项目研发和应用过程，进而按照继承而不泥古的原则，在清醒认识园内古建殿堂现存棚

壁糊饰工艺缺陷与不足的基础上努力为其注入了更加丰富的传统科技内涵，从而在挖掘和传承传统

棚壁糊饰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其传统科技的含量，较好地达到了恢复古建内檐历史风貌和延年

益寿的目标。我们将继续交流学习、研究实践，逐步整理和完善该项传统工艺。���������

图��　�年后，棚壁未发生崩拔爆裂及变形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