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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传统书画装裱中，水是不可缺少的成分。一方面装裱要用水；另一方面水又在大气中造成不同的

湿度。这一切都始终作用于书画装裱、修复、保护的各个环节。为了引起同行对于水在书画装裱、修复、保

护中的作用和影响的重视，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水（包括温湿度）的作用进行讨论。 

    一、水与书画装裱的关系 

   画心及覆背纸托制的用水。明人周嘉胄在《装潢志》中说：“良工用糊如水”，对于这句名言，我们可以

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用浆以薄为先（佳）；一是水在纸与纸的黏合中所起的作用，换言之，即水承担了一

部分黏合剂的作用。前者是装裱师早就十分重视的问题，而后者则往往被我们所忽视。大家知道，手工抄纸

上壁火焙，上一张湿宣焙干为“单宣”，上两张湿宣一起焙干为“夹宣”。其中，夹宣纸与纸之间已具有一

定的黏合度，它的黏结剂便是水（有的地区也添加“纸药”）。造纸学告诉我们：纸张相互间的联结是靠氢

键来实现的。纸遇水后，纤维间架起水桥，失去了纤维间原有的氢键结合，因此湿纸不及干纸强度大。干燥

去水后，水桥折断，再次恢复氢键结合，纸的强度又转而增大。 

    纸与纸的黏合除浆起作用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水的媒介作用。也就是说，水使宣纸之间在干燥时产生

了良好的氢键结合作用，即纸纤维之间的天然亲和力。它的外因则是靠人力的刷、墩，即“止在多刷”。因

此，在托制画心、覆背纸时，无论是画心纸还是托纸，均需有一定的湿度，即“水沁透纸”。如果宣纸发

白，便说明水分不够，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如果水用多了，那么水的张力或浮力便会使纸与纸、

纸与台面之间的夹层中布满水泡，一经排刷，宣纸纤维结构就会走形、起皱。为了使水的用量恰如其分，较

理想的方法是把托好的画心先放在吸水纸上，如果画心水分多，吸水纸便可以吸去一部分，使产生的气泡回

落；如果水分不够，则可用喷壶器喷些细小水花来增加潮湿度，搁置一些时间后，再用力排实，“疑结如抄

成者”。 

    浆糊调制用水的标准化。书画装裱离不开浆糊，有人把裱画者称为掉进浆糊缸里的人，是不无道理的。

浆糊的调制比例实际上是对水的用量的控制。浆用厚了会影响书画的平整度，用薄了或者水分多了会产生空

壳、折边不直、镶缝折断等弊端。因此，用浆要强调厚薄得宜。一般来说，用浆的厚薄，首先需要有一个标

准作为基础，再结合纸张的厚薄、操作时天气干湿程度和操作者上浆厚薄的习惯来确定。然而，传统的对浆

糊稠度的测定是凭用眼看、用手试黏的，如果有黏的感觉便说明够厚；而且，加水的多少往往有较大的随意

性。这种方法显然不够科学，对于缺乏丰富经验的人来说，也是难以掌握的。因此，笔者建议采用化学上聚

合度的方法来配置一标准浓度的浆水。无疑，以这个标准数据为基础，再结合传统经验，将是一种较科学的

方法。 

    二、水与书画修复的关系 

   清洗用水的选择及作用。古旧书画重裱一般需要用水清洗或者浸泡，因为水能溶解许多物质，是最重要的

溶剂。它不仅能软化浆糊，而且能去除因字画年代久远而停留在表面上的尘埃及污迹。就水而言，自然界存

在的未经处理的水，常含有各种微生物、有机物、金属元素和可溶性无机盐等等，如井水、河水、溪水等，

对保护古旧书画不利。而我们日常使用的经过处理的自来水，对于清洗普通古旧书画尚可（价廉且操作方



便），但对于清洗具有较高价值的馆藏品就不理想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使用蒸馏水或者纯净水，只有

这种水才能对高档的书画起到有效保护作用。使用未加热水清洗或者浸泡古旧书画，能使书画表面的墨色、

颜色包括包浆基本保持原貌（前提是墨色、颜色本来就不褪色），重新装裱后书面色泽依然沉着，但缺点是

去污力弱。通常裱画师更喜欢用热水（８０℃左右）来清洗书画。热水的最大作用是让纸与纸中间的老浆糊

迅速软化，便于画心托纸的揭除，同时，去污力也较强。但是，对于缺乏经验的人来说，使用热水特别是加

入了化学药品的热水（例如加了漂白粉）来清洗纸本书画，若不谨慎便会导致宣纸过度泛白，纸质腐烂而丧

失必要的拉力，产生较为严重的后果。因此，要处理好古旧书画在清洗与浸泡中的两个问题，一方面要使清

洗后的画面效果符合一定的标准，另一方面又要利于保护，选择的水温应在４０℃～５０℃之间，而且时间

也必须得到控制。因为，时间过长会发生一些副作用，如画面发滑、发霉，甚至会有洗去绢本画印章的危

险。尤其要注意的是，洒金宣一类纸质书画千万不能用水来清洗和浸泡，不然，宣纸与金箔将分离，后果不

堪收拾。目前，国外对西式纸质文物的保护一般采用ＰＨ值酸碱测试、去酸、漂白、去氯等一系列流程，而

每一个过程的中间都要用水来漂洗，最终使ＰＨ值达到中性。这些较先进科学的方法，我们应该加以研究和

借鉴。 

 

    古旧书画覆背上墙对水分的控制。古旧书画由于画心与镶料在受潮后的伸缩率不一致，导致覆背困难。

拿一张旧绢本画来说，需要考虑下述因素：托心时的用糊一般比纸本的厚，镶料前还需对画心进行预收缩处

理，镶料后画心背面叠折条，再加上旧绢遇潮后的膨胀率比纸本的大等等。覆背前如果把画心与镶料潮上同

等的水，或者潮水过了头，都会使绢本画心出现明显的凸肚现象。老裱画师在处理这一类画时通常采用干覆

背的方法，目的之一便是利于控制水分。因此，画在覆背前潮水的多少，即如何能使画心与镶料在伸缩上达

到一致，是覆背工作能否顺利完成的前提和关键。 

    书画覆背完后上墙通常在自然的环境中，工作间湿度一般是上面比下面小（使用空调时则相反），因

此，整幅画的干燥过程始于天头。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画面干燥过程的不均衡所造成的镶缝

不直甚至开裂；一是由于环境因素、喷水的因素，加之画本身材料含水的多少，使画在干燥时产生的收缩不

一致现象，即画的整体内力不均衡。第一个问题可以使用避开镶缝喷些水的办法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则需要

一个给环境加湿，使画幅在墙面上再一次受潮，反复几次，使画幅的内力逐步走向均衡，最终达到画幅平整

的要求，即周嘉胄所谓的“停壁逾久逾佳，俾尽历阴晴燥润”。 

    三、温湿度与书画保护 

 

    温湿度与书画陈列张挂。书画在装裱后，一经张挂展示，便会在自然的环境中历尽“阴晴燥润”。它的

纸张、绫绢、浆糊都会因受潮而舒张，因干燥而收缩。而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纸张、绫绢和浆糊的伸缩率

不会完全一致。这样，反复伸缩的结果势必导致原先平整的书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变得凹凸不平。因

此，陈列张挂环境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例如，北方某文物单位在江南一博物馆内的大殿中进行书画展

览，由于遇上江南绵绵不断的梅雨天气，空气中的湿度几乎达到饱和，又难以有效防范，结果使得整批书画

通体软绵，有的作品甚至出现了霉斑。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就有“窗牖必油纸糊，户口常垂帘”

的提示，今人更应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另外，我们平时张挂书画的居室，由于空调、烹调等家用电器的作

用，会使空间的温湿度发生较大的起伏变化，对书画的平整度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就使人联想起裱画界对

砑画作用的不同认识。笔者认为，砑画除了使画面免受磨损、幅面光滑软薄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纸纤

维间的结构变得更为紧密，对画幅的平整起定型作用，这才是砑画最主要的作用。因为它所造成的紧密的质

地，再加上背面的上蜡，都加强了画幅本身的防潮能力。 

    温湿度与书画收藏。书画的收藏保护，受温度、湿度、空气污染、灰尘、光线、昆虫、微生物等环境因

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最基本而且一直在起作用的因素是空气中的温度和湿度。潮湿和干燥会引起纸纤维

许多性质的变化，纤维的收缩与膨胀就是其中最明显的变化之一，特别是温湿度的忽高忽低对它们的破坏性

极大。笔者曾参观过两家书画收藏单位，一家把书画放置于有空调房间中的密闭木箱里，虽然室内恒温恒

湿，但密闭木箱内却潮气袭人，绢本书画发现霉迹；另一家把书画放置于没有空气调节设备的四楼顶层中，

由于每天的干湿变化较大（更不要说一年四季内的变化了）导致了书画局部开壳、折断，危害之重，不忍目

睹。因此，建议收藏书画的单位或个人，可在较密闭的收藏箱柜内，在底部、四边及上部衬垫和覆盖上多层

宣纸。用这些宣纸把书画包裹在中间，靠这些宣纸来发挥吸湿和放湿和作用。如果发现宣纸有些潮了，就选

择天朗气清之日，将宣纸拿出来进行晾晒，干燥以后再放入箱柜中。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既经济又操作

简单，而书画则始终保存在一个温湿度变化不大的环境中，从而使书画得到保护，达到了延年益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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