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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装裱中金属轴头的使用及分析

侯　雁　高　飞

（故宫博物院，北京　������）

摘要：本文使用文献考察和实物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梳理了书画装裱中金属质地轴头的使用范围、

功能及特点，并使用便携;射线荧光能谱的方法，对几件故宫藏轴头进行了成分分析，探讨了加工

工艺与材料特点，并对金属质地轴头在书画装裱中的优缺点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书画装裱　金属轴头　成分分析

���书画装裱中金属轴头的使用

我国的书画装裱技术是书画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称之为“装潢”、“装治”、

“潢治”、“装池”、“装褫”、“裱褙”、“裱背”等。自古以来用得最多的一个名称便是“装潢”

了。“装潢”分为“装”和“潢”两步。“潢”指的是染纸的意思，也称“潢治”，而“装”指的

是装饰、装束的意思。

在“装”的过程中，需要使用一系列辅助材料，这些辅助材料的使用及其本身的质量直接影响

到装裱的质量及效果，这其中主要包括：纸、绫、绢、天杆、地杆、绦带、铜鼻、轴头、手卷用的

别子、轴片等。人们往往通过所饰轴头的不同材质及装饰的艺术性来体现书画的价值和名贵程度。

轴头大多使用在立轴或手卷书画末端的两侧。作用大致有三种，中国书画的展示特点多为悬

挂或平面展开，收藏时又需收拢卷起，因此，书画作品的装裱形式中就需要在书画装裱材料的末

端装上一个轴（地杆），为便于舒卷时的持握，轴的两端就要加长，轴头正好起到了这个作用；

轴头的第二个作用是增加垂挂时轴的重量，使书画作品在悬挂时更加平顺；第三个是起到装饰、

美化的效果。

经过几年的研究，作者收集了大量轴头的实物及照片，主要包括紫檀、花梨、楠木、黄杨木、

鸡翅木、象牙、牛角、雕漆、掐丝珐琅、铜鎏金、各种瓷质及玉质轴头、各种手卷轴片等等；尺寸

从直径�FP的手卷紫檀轴头、玉质轴片至通长��FP、直径近��FP的紫檀轴头，以适应各种大小、形

式的书画作品的装潢。

在所收集的轴头中，金属质地的轴头包含了黄铜、铜鎏金、珐琅等品种（图�～图�），主要

为清代制品。清代中期以乾隆时期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书画领域也迎来了一个

“康乾盛世”：画家辈出，作品繁多，尤其是宫廷书画在皇室的扶植下活跃一时，内容、形式丰富

多样。作为书画作品的辅助材料，轴头也呈现出工艺繁多、制作精美的显著特点。清代宫廷书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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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后，一般均要经过装裱，而装裱的品式基本上也会受到皇帝的亲自过问，作为宫廷装裱，清代

中期的装裱以做工精良、装饰繁复、富丽堂皇而著称于世。尤其是乾隆一朝的书画装潢，更是集历

代之大成，代表了清代的最高水平。

清代的装裱形式基本继承了前代的品式，并于乾隆一朝在继承了前代基础下出现了大量乾隆御

制的新品种，使得清宫装裱变得丰富多样，轴头的使用也多呈现出一个新的高潮。

清代宫廷装裱立轴所用轴头的材质种类繁多，可能为各朝代之首，其中金属质地的轴头也是一

个重要门类，如《五福五代堂图》轴用五蝠祥云纹珐琅轴头，缂丝《极乐世界图》轴用大号铜鎏金

錾龙凤纹轴头等，轴头的选配要符合画心的题材、内容及装裱的整体风格，还要有一定的实用性，

如有张照题诗的乾隆《御笔山水》轴，由于整幅画短小，悬挂时恐其不易展平，选用了金属地杆配

以珐琅轴头，以增加重量使其能平展下垂。

在轴头的选用上，清代不似前代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总体来说是按照皇帝的个人喜好有一些可

循的规律，铜鎏金轴头因其颜色鲜艳、光彩夺目，多用在大幅丝织品的装裱上，以烘托艳丽的各种

缂丝、织绣图，如果用在书画上则完全夺了作品本身素雅的文人之气。

清代宫廷所用的手卷别子及轴头也颇为讲究，其中就有铜鎏金别子，珐琅轴头有夔龙纹、寿字

纹、莲花纹、宝相花纹等多种，与之搭配的别子一般为梅花珐琅别字或莲花珐琅别子。

图�　铜鎏金缠枝花卉纹轴头 �图�　铜鎏金錾龙凤纹轴头

�图�　掐丝珐琅缠枝花卉纹轴头 �图�　掐丝珐琅别子及轴头



书画装裱中金属轴头的使用及分析 ��467��

���几件铜质轴头的分析

铜质轴头所见数量不多，下面我们仅以库房内收藏的一些样品为例，对其进行制作工艺的科学

化分析与金属配比的研究。

���　铜的金属加工工艺

铜是人类较早使用的一种金属材料，它具有许多突出的优点，如耐腐蚀，容易开采提炼，加工

制作简单。铜饰的装饰效果很强，也容易和其他材料协调搭配，因此一直为设计师所喜爱。

铜的主要材质按照原料性质可以基本分为三大类：青铜、黄铜、红铜（紫铜）。因为含铜及其

他金属的比例不同，质地特性也不同。铜轴头在资料中所见者皆为黄铜材质。

红铜则是较为纯净的铜。它充分表现了金属铜的延展性、导电性和耐腐蚀性，其中延展性是铜

饰的重要特征。红铜的熔点很高，不易铸造。而黄铜则含有锌或少量的锡，耐腐蚀性强于青铜。黄

铜的锈也是绿色，但数量很少。黄铜色泽鲜亮，如同金色，不论是抛光还是亚光，都有明显的金属

色泽，且相对于红铜而言熔点更低，更易于加工，成型后的硬度也好于红铜，不易变形。基于以上

这些优点，决定了作为轴头的加工材料黄铜更为合适，在故宫库房现存和我们所考察的一些博物馆

所藏书画的铜质轴头实物也证实了这一点。

黄铜的制铜工艺，主要分铸造与打制两类。铸造以模浇铸成型，主要用于艺术品；打制则是以

薄铜片或铜板为材料，用模压或锤子敲击而成，以日用品最多，有盆、炉、盒、壶、杯、镜、锅、

碗、筷直到蚊帐钩、纽扣等。打制成型后，还在器具上通过錾、刻、雕、批、镶嵌等各种手工艺进

行装饰加工。手工打铜历史悠久，是传统的手工艺作业之一。

目前所见大部分黄铜轴头加工工艺是以手工制作为主。制作一对铜轴头，首先是根据设计的要

求选择原材料。原料一般是工厂生产的薄铜板，约几毫米厚。然后按照形状进行加工，根据图样裁

剪出一定比例的铜板后也就是用榔头反复地敲打铜板，使其凹凸变化，形成所需要的造型，其间当

然不能少了火的加热，黄铜板只有加热到一定温度后，才会易于敲打和造型。一般说来，每块铜打

六七锤后就会硬化、变脆，此时需要重新加热到���℃左右，而后熄火，让铜件冷却至常温，这样

的操作，会让铜件变软，便于加工。这个循环的过程，被称为“退火”。每次的退火、锻打都只能

完成整体锻打的一小部分工作量。也就是说，退火、锻打至少需要循环�～�次甚至�～�次才能敲出

大致的形状。可谓�“千锤百炼”。

经过锻打轴头样品的几个部分分别用黄铜板做好形状后，铜板表面会有一个个重叠的锤印，需

要再用锉或砂纸磨平不光滑的痕迹。

由于反复敲打，纯手工打造的铜器密度大，比机器冲压的起码重一倍以上。锻打之后，便是将

已经做好轴头的几个部分用锡焊的工艺进行焊接。焊接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一道工序，它将决定最终

器物的呈现是否完美。

���　成分分析

使用便携;射线荧光能谱仪，对故宫科技部库房中所存的一对黄铜轴头（图�）作为实例进行

分析，分析谱图见图�，检测结果主要成分是铜、锌，由此判断为黄铜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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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黄铜轴头样品

图�　黄铜轴头样品的便携;射线能谱图

���铜鎏金轴头的分析

���　铜鎏金工艺渊源与制作方法

3.1.1　工艺渊源

鎏金工艺是我国古老而传统的工艺之一，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明了在青铜上鎏金的技术，至今已

有两千多年历史。

鎏金工艺流传至今，几易其名，技术手段也日臻完善。战国至秦汉时期称其为“金黄涂”或

“黄金涂”，简称“金涂”；唐代称其为“金涂”或“镀金”；宋元时期则称�“金涂”或“涂

金”；明代称�“镀金”、“黄金涂”或“流金”；清代称为“镀金”或“涂金”，也有称作“锾

金”的。新中国成立前在文物修复行业中，又把这种工艺称为“火镀金”，一则由于这种工艺的全

过程都是在火焰的高温下进行的，二则以区别于现代的电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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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工艺发展到清朝已然成熟和细化，在乾隆二十三年（����年）以前，造办处设有画院、做

钟处、玻璃处、炮枪处、舆图处、铜鎏金嵌件作、镀金作、玉作等四十二个作坊［1］。故宫保存的

清代鎏金器也比较多，包括建筑装饰、宫内陈设、生活用具等。

3.1.2　制作方法

首先将要鎏的器物磨细抛光，以求平整光洁。铜器、银器都可以鎏金，但生杂铜不易镀上金。

加工金泥，俗称“杀金”。鎏金需要用成色最好的金子。金（�X）延展性较好，不溶于酸和

碱，易溶于王水（硝酸与盐酸的混合液）、氰化钠或氰化钾的溶液中。首先，把金子锤打成极薄的

金叶，再将金叶剪成细丝，放入石墨坩埚中加热，然后倒入汞。金与汞的重量比约为�∶�，加热温

度���～���℃。金化开后立即倒入清水中，就成了金泥。�

涂抹金泥。用金棍蘸上硝酸（古代用盐、矾等混合物液体）剜金、银泥均匀地涂抹在打磨抛光

后的铜器表面，反复多次涂抹，使器物发出白色光泽。再用棕刷轻轻擦磨、刷扫，使金泥均匀地附

着在器物表面。最后用热开水冲洗器物，去除硝酸，并浸于清水��K。�

烘烤金泥。浸泡的器物从水中取出后应尽快烘烤，烘烤需要用优质木材烧制的木炭。将器物置

于炭火上，不停地转动，让金泥中的汞在火中蒸发掉。当温度达到���℃时，汞就会不断蒸发，器

物由银白色变成金黄色，全部均匀变色后停火，让器物自然降温。�

刷洗压光。鎏金器物降温后浸泡刷洗，用细黄铜刷子，蘸皂角水，刷洗器物表面的浮黄，刷出

金色光泽。最后，还需使用硬度较高的玛瑙压子蘸着皂

角水蹭压，压出细微的光亮。�

一件理想的鎏金器往往需要重复涂抹几次金泥、

烘烤几次，如果金子丰厚，就要进行�～�次或更多遍的

鎏。鎏金工艺历代相传不绝，至今在故宫博物院里还可

以看到许多明、清时的大型鎏金器物陈列，虽然经几百

年的风雨浸蚀，至今仍金光闪闪，耀眼夺目。

���　成分分析

使用便携;射线荧光能谱仪，对故宫科技部库房中所存的一枚手卷所用铜鎏金别子（图�）作

为实例进行分析，分析谱图见图�，分析结果见表�。

　　　　　　　　　　　　　　　　　　　表1　铜鎏金别子样品的成分组成　　　　　　　　（单位：ZW�）

含量�� )H &X 6Q 3E �X 6E �J +J

��� �/2� ���� �/2� �/2� ���� �/2� ��� ���

通过检测数据可以发现最主要的三种成分分别为铜（&X）、金（�X）和汞（+J），证明了这

件别子的确是采用了以上所述传统的铜鎏金工艺制作而成。

认真观察这件铜鎏金别子，可以发现虽然很小只有�～�FP，但从工艺角度看也算得上中规中

矩，表面鎏金不厚却也十分均匀，只是在边角处由于使用，留下了磨损的痕迹。

图�　铜鎏金别子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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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琅类轴头

���　珐琅及其工艺

珐琅，又称“佛郎”、“法蓝”，是由中国隋唐时古西域地名拂菻音译而来。其基本成分为石

英、长石、硼砂和氟化物，与陶瓷釉、琉璃、玻璃同属硅酸盐类物质。依据具体加工工艺的不同，

又可分为掐丝珐琅器、錾胎珐琅器、画珐琅器和透明珐琅器等几个品种。

����经课题组考察过的珐琅轴头全部为掐丝珐琅工艺制作而成。关于掐丝珐琅的起源，至今没有

统一的答案。一种观点认为其诞生于唐代；另一种说法是元代忽必烈西征时，从西亚、阿拉伯一带

传进中国，先在云南一带流行，后得到京城人士喜爱，才传入中原。

掐丝珐琅所见实物，以明宣德年间（����～����年）为最多。这个时期，工艺的风格特点已

经形成，技艺精湛，接近成熟时期。景泰年间的掐丝珐琅制品，从故宫等地陈列过的实物来看，有

炉、盏、瓶、盒、轴头、蜡台、尊等器物，在书画领域也有涉猎，不光有各色的珐琅轴头还有精巧

别致的手卷小别子，工艺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掐丝珐琅工艺成熟于明朝，以其绚丽多彩、富有民族

气息的艺术风格而闻名于世。

清代是掐丝珐琅工艺发展的又一高峰期。由于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皇宫养心殿设立御用

工厂，称“内务府造办处”。康熙三十年（����年）“造办处”的御用工匠多至几百人。

掐丝珐琅是金属胎珐琅工艺的一个品种。据现存清宫造办处档案材料记载，这一名称的使用，

在清代已经开始。掐丝珐琅器的制作方法是：在已制成的金属胎上，按照图案设计要求描绘图案

纹样轮廓线；然后用细而薄的金属丝或金属片�（金属主要是铜，也有用金或银的），焊着或者是

粘合在纹样轮廓线上，再于金属丝或金属片纹样的空白处，填施各种颜色的珐琅釉料。珐琅是用

铅丹、硼酸盐、玻璃粉等原料化合熔制而成的，熔制成的珐琅冷却后，变成固体，在填用之前，

再磨成细粉，掺水调和，就变成不同颜色的珐琅，珐琅色彩深沉而逼真，不透明或半透明的光泽

物质，红像宝石红，绿像松石绿。掐丝珐琅制作工序分为：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

图�　铜鎏金别子样品的便携;射线能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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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细铜丝或金丝焊接或粘接成各种图案，在铜丝、金丝图案里面涂满了珐琅后加温。加温一

次，珐琅质便收缩一次而致凹凸不平，需要用同样颜色的珐琅多次填充。经过多次填烧，直到每一

小部分都已充满而毫无凹坑，加温的程序才算完成。烧成的珐琅器，必须把表面磨平，使铜丝焊接

的图案和珐琅质浑然一体。最后，把显出铜丝的断面花纹，和没有涂珐琅的器口、器底镀上一层

金，这样一件铜胎掐丝珐琅器就算完成工序。

���　成分分析

使用便携;射线荧光能谱仪，对故宫科技部库房存一枚手卷所用别子（图�）及一对轴头（图

��）作为实例进行分析，分析谱图见图��～图��。

图�　珐琅别子样品�

图���　珐琅轴头样品

图��　珐琅别子样品点位�的便携;射线能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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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报告：�主要含铅、铜、金。

结果分析：铅，推测为釉料中的成分；铜、金推测为掐丝中的成分。

成分报告：�主要含铅、铜、锡、金、锌。

结果分析：铜、金均有可能同时存在于釉料和掐丝中，铅、锡应为釉料中组分。�

成分报告：�主要含铅、铜、锡、金。

结果分析：铅，锡推测为釉料中的成分；铜、金推测为掐丝中的成分。

成分报告：�主要含铜、金。

成分报告：主要是铅、铜。

图��　珐琅别子样品点位�的便携;射线能谱图

图��　珐琅别子样品点位�的便携;射线能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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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铅、铜推测为釉料中的成分。

成分报告：主要是铅、铜、金。

结果分析：铅，锡推测为釉料中的成分；铜、金推测为掐丝中的成分。

图��　珐琅轴头样品点位�的便携;射线能谱图

图��　珐琅轴头样品点位�的便携;射线能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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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照片可见手卷用别子、轴头和立轴所用轴头都是非常典型的掐丝珐琅器物。胎体为铜胎，

胎体的成型和前文所述黄铜轴头的制作工艺一样。具体的制作过程大致如下：根据图样裁剪出一定

比例的铜板后，经过退火、锻打敲出所需要的造型。再进行打磨、焊接等工序后，用细而薄的金属

丝或金属片�（金属主要是铜，也有用金或银的），用焊药焊着在纹样轮廓线上，再于金属丝或金

属片纹样的空白处，填施各种颜色的珐琅釉料。经过多次填烧，把釉面和掐丝磨平磨细，露出铜丝

的断面花纹，在没有涂珐琅的器口、器底镀上一层金，这就是铜胎掐丝珐琅的全部工艺流程。

���讨　　论

���　金属轴头的优点

（�）相比于传统的木制轴头相比，质地更加坚固，不易糟朽。相比于陶瓷、象牙等，在材质

上更加耐用和易于保存，不易破损。

（�）在色泽和表面光泽度方面和木质轴头相比也具有优势，尤其是掐丝珐琅材质，釉色搭

配，有的色鲜艳亮丽，有的清淡雅致，釉料与掐丝的金属光泽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更显别致。

（�）黄金是人类较早发现和利用的金属。由于它稀少、特殊和珍贵，自古以来被视为五金之

首，有“金属之王”的称号，享有其他金属无法比拟的盛誉，其显赫的地位几乎永恒。正因为黄金

具有这一“贵族”的地位，是财富和华贵的象征。也正因如此，在金属轴头中，各种材质与金的结

合，更显得档次略高一等，多为皇家和显贵所拥有。

���　金属轴头的缺点

尽管金属材质的轴头具备一些优势，但并非十全十美，也存在一些缺点。

（�）金属轴头中，无论是铜、鎏金、银或是掐丝珐琅，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表面氧化的问题，

图��　珐琅轴头样品点位�的便携;射线能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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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使用和保存的过程中不加以注意，会产生锈蚀，不光对轴头本身造成腐蚀也会影响整幅书画作

品的美观。

（�）铜鎏金轴头的表面，由于鎏金的薄厚和工艺水平的高低不同，如不加以保护，鎏金薄的

和工艺水平较低的表面金层会很快磨损，影响轴头和书画作品的美观；同样的问题珐琅轴头的表面

同样存在，也要注意保护掐丝和釉料，否则会造成掐丝的腐蚀和釉料的磨损及磕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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