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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预防性保护研究——传统囊匣的制作工艺

宋　旸　王海红

（故宫博物院，北京　������）

摘要：囊匣制作是我国独特的传统手工艺是文物保护工作必不可缺的一项措施，其制作特别强调内

囊的制作工艺对保护文物安全的重要性。本文展示了囊匣制作的工艺特点与实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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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囊匣制作是我国传统工艺�，具有悠久历史。囊匣产生于何时，很难机械地划分出准确时间，

许多事物的出现都有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早期的匣作技艺没有更多的文字记载，而是父传子承，

口传身授的方式代代相传。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文化艺术的繁荣，促进了囊匣行业的发展。囊匣作

为文物的包装，相对于其他商品的包装，有着根本的区别。囊匣能防灰尘，防紫外线照射，还可以

隔绝抵制消除各种微生物对文物的侵蚀和污染；在室内环境下，囊匣能有效控制温度和湿度过大变

化，又便于入库和提取，排架和防震；在长途运输过程中，能有效地防止物体的磕碰和挤压。总之

囊匣对文物的保护作用是多方面的，囊匣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木质匣，另一种是用锦、

绫和棉花等做的纸板匣。随着经验的积累，到了清代以后，以纸板构筑框架结构与墙体的匣逐渐占

主导地位，这种外饰匣锦、锻、蓝布等纤维织物的囊匣即能展现出古朴典雅的风格，衬托出文物的

精美，又能使文物得到很好的保护。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经济在快速向前发展，商品也越来越丰富，包装类别更趋向多样化。

根据不同物件质地的需要，制作工艺和框架结构都出现了分化，各种形式的囊匣又有了很大需求。

一种是采用新材料、新工艺，进行机械化、规模化生产，达到制作成本低，加工速度快，内置结构

简洁、实用，外饰漂亮的商品化包装要求；另一种是高端的工艺品和各类文物包装，仍需要采用传

统手工艺制作囊匣。因为各种文物形状各异，质地也不同，只有精心设计，精心制作才能保证文物

的安全。因此，采用传统工艺制作囊匣才是最佳的选择。



文物预防性保护研究——传统囊匣的制作工艺 ��375��

���囊匣的制作

���　囊匣制作对于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首先，囊匣制作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文物收藏和保护工作必不可缺的一项措施；也是区别于

文物修复与复制工作的一项已臻成熟的技艺。衡量囊匣制作工艺最重要的标准是：囊匣制作必须要

先保证文物在受到一定的外力袭击的情况下，不能受到任何损害作为第一宗旨（图�）。由于文物

一旦受到损伤，便不可能完全复原和再生的特殊性，所以我们在囊匣制作中，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和

掉以轻心，要时时刻刻提醒和告诫自己，始终保持小心谨慎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把握好每一个

制作环节；粘贴好每一个框架和贴边；安装好每一个别子和扣襻；哪道工序都不能出任何微小的纰

漏；哪个配件都不能存在半点的质量问题。

图�　制作好的囊匣

���　囊匣制作工艺概述

目前我院所制作的囊匣主要由蓝色的棉布或仿古锦绫作外匣的装饰，配饰以白色的骨别子，放

入文物后，整个囊匣的色调与文物的凝重、高古浑然一体，典雅而且大方。

在工艺要求上，外匣制作必须做到外观面料平整，图案纹样自然吻合；外观方正规矩、整洁美

观。内匣制作必须符合各种材质、各种规格、各种形式的文物保护要求。要根据文物的大小尺寸、

薄厚程度、易损部位的特殊要求，以及器物摆放平稳美观等需要，设计出内囊的结构样式，再精确

地测量出制作囊匣应放出的作缝，才可以进入制作阶段。

如果文物是一件独立的器物，在完成测量与设计、放样等工作后，即可以制作外匣。如果一件

文物是两件或三件以上的器物，即有些文物除去主体外，或有盖；或有底座；或有其他饰物，遇到

这种情况，就应该考虑将囊匣设计成一个总体外匣，内部根据器物的规格分成相应的若干份，把这

些份额合理安排后，就可以得到外匣的总尺寸。

2.2.1　外匣的制作

确定好外匣的尺寸和规格后，要根据整个外匣的大小，选择并粘合相应厚度的草纸板作外匣的

立面墙体，立墙纸板不宜过厚或过薄，过厚，显得笨重且浪费材料；过薄，囊匣框架没有强度，不

能很好地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

按照所需的尺寸裁好纸板，叠放整齐后，用铅块等重物压实压平，待自然干燥后，再进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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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黏合。黏合时一定要注意，边角四周严丝合缝，外框四面不翘不棱。框架粘合完毕，用宽条布带

将匣框框好，以防变形。这一环节对于外框的粘接牢固和外匣平整至关重要。

经过砂轮和砂纸打磨平滑和平整后，连接外缝，使用�FP宽的白纺布，抹上乳胶，把匣体和匣

盖连接在一起，待干燥后，用蓝布或仿宋锦条，刷上糨糊连接里缝。完全干燥后，进行挂面儿。挂

面儿所用的黏合剂，就是用精白面粉调制而成的糨糊，因糨糊黏附性能好，受空气干湿度影响小，

复原快，所以传统上一直使用其作为囊匣制作的主要黏合剂。在调制糨糊时，需加入一些明矾。

其后是安装骨别子。将事先做好的别子带和扣襻条裁好后，按照预留的位置上，分别安装在匣

盖和匣体上，扣襻留孔要恰到好处，别子从中间穿过，不宜太紧或太松，最好做到最初阶段别子入

襻时略紧一些，这样比较牢固。

为了使外匣不易变形，还要对匣盖进行处理。即在匣盖内侧外沿四周加凹条，也叫挖条，并在

匣盖内粘贴背纸，然后制作反手，按照框架尺寸，让出贴条位置，用二层纸板配好后，用棉花铺絮

其上，外薄里厚，呈半圆形，覆盖白纺布绷平，粘在匣盖背面，这样文物放入囊匣后，它的每一个

侧面都有柔软而富有弹性的棉质物的包裹，使文物进入一个安全的保险箱中，受到良好的保护。

2.2.2　内囊的制作

内囊制作完全要根据文物的材质、器型、规格来决定，制定出内囊为软囊、硬囊、倒囊还是软

硬囊相结合，设计出内囊屉的结构。有时为了美观，可调整一下文物的位置，或添加一些嵌边和饰

品，但这种情况多用作于多内囊文物组合类囊匣。多内囊组合型内囊屉，还必须制成将若干件器物

的上沿口横向对齐，成水平摆放。这样当反手下盖时，上面的软囊会均匀地保护住这几件文物，使

它们受力均衡，在囊匣内不摇不动，受到很好的保护。内匣上沿口放入文物后，绝不可以呈现高低

不平的态势，这样容易造成有的文物松动移位，有的文物被严重挤压，很有可能对文物造成不应有

的损伤。所以遇到此类情况时，需要在内囊屉中用棉花铺垫，以解决上沿口的水平问题。多内囊组

合型的反手，也要根据多件文物的位置和内屉的尺寸制作，内屉粘合后，需要在粘接处用棉布纤维

条或高粱纸条，粘附在接口处加固。

2.2.3　文物卧囊时应注意的问题

由于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所以在囊匣制作中，把针对保护那些易于损坏的瓷器、玉器、陶器

等软囊制作技艺，提高到很重要的位置。在进行卧囊时，首先要将棉花搓成棉卷，把文物放入内屉

中，下面铺上一层约为�FP厚的棉花，再用搓好的棉卷沿文物外围一层一层的盘绕，棉卷盘绕要均

匀严密，既不可太松，也不可太紧；不可以稀疏，也不可以臃肿，要恰到好处。型模制成后覆上均

匀的絮片，随形后放入文物，整理成型。然后取出文物，以白纺布或丝绸将棉卷覆盖，再将文物小

心放入，仔细调整文物与软囊接触的边角、提褶，用糨糊将其与内屉外侧均匀粘牢，使之凹凸自

然、褶皱服帖。待内屉完全干燥后，即嵌入外匣中，要做到严丝合缝、软硬适度。文物放入后，要

形成与内囊浑然一体的视觉感。为了防止内囊屉位移，在内屉上侧要配四块立墙，包上绸子，粘于

内屉上侧，固定内囊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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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实例——清乾隆青花折枝三果僧帽壶的囊匣制作����������������������������������

这是一件清代乾隆年间烧制的僧帽壶，为青花瓷（图�）。这件文物的造型比较独特，阔颈，鼓

腹，瘦底，圈足。壶一侧有流，前伸似鸭嘴状。另一侧有宽带形曲柄，以台阶状曲线构成宽边僧帽边

沿。盖上有钮，一侧有小圆系。整体造型轻盈秀美，通体及足内均施白釉，色泽均匀，无底款。

这件文物造型不规则，且还带有盖，盖上又有一大冲口，这提示我们在工作中增添了几分危险

系数。

为这件文物设计制作囊匣时，总体的设计思路是，为了绝对确保安全，万无一失，壶底和壶盖

必须分开制囊，中间用隔断墙分开。具体如下：僧帽壶的壶主体置于囊匣右侧，四周留足余量。壶

倒放并以壶鼓肚部位作为支撑点，它的支撑力度应是文物体最大的，也是最结实的部位。壶盖置于

囊匣的左侧，但壶盖的直径有限，左侧囊位会留出较大的多余部分，为此，从总体考虑，为了增加

囊匣的整体美观，增加它的和谐摆放，需再制一个假囊，即作为空缺部位的补充，又可以起到一定

的装饰作用，增加囊匣的总体美观。

为这件文物制作囊匣的总体结构设计出来以后，明显感到，外盒的匣体尺寸非常大，因此，必

须选择较厚的五盒草纸板作为基础材料。厚厚的五合板，经机器裁切、校正成为直角边缘，才能确

保盒体站立时，规矩四方、见棱见角。这一步是基础的基础，做好这一步也为下面的每一步工序奠

定了基础，否则外盒四角偏邪，配制各个内囊时，也只能是以邪就邪，甚至放不进去了。这一道工

序是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尤为应更加注意的重点步骤（图�）。

图�　清乾隆青花折枝三果僧帽壶 图�　清乾隆青花折枝三果僧帽壶的内囊制作

外盒粘好，待干后，就应首先在盒内打隔断墙，这一步也是不能马虎的。隔断墙的制作应确保

盒内各段等值，不可出现一边多、一边少的现象，或隔断墙扭曲现象，这些在实际操作中既重要又

有一定的难度。采用栉板打卡的方法，确保了隔断墙如约定位的目的。再粘接隔断墙之前，先以事

先预留的隔断宽度，裁出两块相同尺寸的纸板为栉子，在粘隔断墙之时，让隔断板紧紧地贴靠在栉

板边，这样就能保证隔断墙粘贴得结实，上下能在同一平面内不会出现任何扭曲的现象，为下一步

配制分体囊匣的内屉做好了预先的准备工作。

这种几件文物放在同一囊匣内的制作中，我们力求是让同在不同的囊位的器皿的最高点要保

持基本平齐，目的有二：第一，当文物在软囊之中，盖上扣盖以后，翻手能直接压在文物的上方，

起到固定的作用；第二，不同的器皿在同一高度时，人的视觉感官上能有整体感、舒适感。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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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整个文物囊匣的高度时，以高大的一方为标准定量，而低矮一方文物，则需要下方加垫支条的

方式，支撑装有文物的双囊、或多囊，在上口保持平齐。但是低矮一侧的文物在整体卧囊时，丝毫

不可减少程序。由于它的内囊尺寸相对偏低，更应使放入其中的文物要安全稳固，特别是所做这件

文物的壶盖低矮，口沿有冲口，存在比较危险的隐患。为了确保壶盖的绝对安全，选择壶盖反扣于

囊中的作法。用结实饱满的棉卷，一层一层把口沿裹住，壶盖全部陷入囊中，不易滑动，�不易磕

碰，确实起到全方位保护文物的目的。

整个囊匣采用的是分割制之的方法制成，文物囊匣内分成三块，在实际无用的那一块囊位上制

作假囊，假囊不放文物，裁一块尺寸对应于空档处的厚厚纸板，放在囊口的最上端，与隔断墙保持

基本平齐（略低于隔断墙即可），而板面的下方加垫支条，支条的高度是用隔断墙的高度减去平板

面的厚度。一切准备就绪后，首先加固支条，让支条四个面紧紧贴于小块内囊壁的四周；而假囊的

平面板材用托好宣纸的绫子裱在板面上，并粘贴在已嵌好的内囊部位上。

这样整个囊匣内三个囊位经过精心细致的加

工，再放入带有文物的软囊入位时，文物表面的高

度就在同一水平等高线上了，看上去有典雅、舒适

的感觉。

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文物上面的翻盖棉垫必须

恰到好处地、适当地压住文物，以避免其晃动。为

此，在翻盖的里侧，把翻盖分成了三个区域，分别

制出三个合适的板材，并辅以适当厚度棉层，使棉

层轻轻压在文物上面，保证文物的稳定性。在假囊

上面对应的翻手位置也同样用相同的绫子包住翻手

粘贴上面，这样整体效果就出来了，如图�所示。

通过制作这件囊匣总结的经验来看，制作囊匣一定要细致、认真，每一步扎扎实实，切实到

位。才能达到安全有效，操作才能连贯、顺利，才能切实保护好文物。

���结　　语

囊匣设计制作作为一项独立的文物保护工艺，它是与文物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随着自然科

学的进步和工艺技术的发展，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囊匣制作在工具使用、工艺方法、

材料更新诸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和改进。今后在囊匣设计创新、加工工具的改进、制作过程的提

速、材料的优化、黏合剂的筛选、烘干技术的应用、囊匣各项安全数据的检测、可控的工作环境改

善等诸多方面都将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只有不断地改进创新，才能使这项民族的传统技艺仍然充

满活力。囊匣制作工艺将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焕发新的活力。

图�　清乾隆青花折枝三果僧帽壶囊匣制作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