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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了更好地对纸质文物进行保护
,

在系统学习布兰迪现代修复理论的基础上
,

尝试了用西方的保护方法 (如

毛细作用清洗
、

脱酸还原
、

采用纤维素作为粘结剂等 )对中国的纸质文物进行保护和修复
。

经过保护修复后的作品

污演基本祛除
,

纸张载体得到了加固 ;修复材料的有效选择
,

保证了修复的可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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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纸质文物是人类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

对于研

究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

的价值
。

随着岁月的流逝
,

历经沧桑和反复翻阅使

用
,

由于内在因素的作用
,

纸张会逐渐的酸化和老

化
,

外在因素如不断变化的温湿度
、

光辐射
、

有害气

体
、

虫
、

鼠蛀食
、

微生物的侵蚀
,

还有人为的磨损和撕

破
,

以及火灾
、

水灾等都会造成纸张的变质和损坏
,

甚至造成纸质文献无可挽回的损失
。

因此
,

研究纸

张损坏的原因及其保护修复方法
,

延长其使用寿命
,

做好纸质文物的保护工作
,

便成为纸质文物保护的

一项迫切任务
。

利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和科技手段研究
、

保护古

代遗产是一门新兴的并且富有活力的学科
。

全国各

地的纸质文物保存状况各不相同
,

为了有针对性地

采取保护手段
,

这就需要借鉴学习西方的先进保护

理念
,

运用多学科知识对纸质文物病害原因进行分

析
,

研究新的保护方法
,

做好纸质文物的保护工作
。

笔者在参加
“

第二期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

训班
”

学习期间
,

系统的学习了布兰迪现代修复理

论
,

并以此为理论基础
,

在意方老师的指导下
,

尝试

了用西方的保护方法对中国的纸质文物进行保护和

修复
。

1
.

1

修复工作前的调查

作品保存状况调查

在对任何一件作品进行保护修复之前
,

首先要

做的是仔细的对作品的保存状况做全面的调查
,

了

解作品的材质
,

确定该作品创作
、

修复的年代
。

填写
“

纸张艺术品修复资料卡
” ,

详细记录作品修复前的

保存状况
。

同时对它表现出来的历史信息及所涉及

到的资料进行调查研究
,

接下来对作品进行照相
,

对

于损害严重部位要进行细部照相
,

对作品的反面也

要进行拍照记录
。

1
.

2 绘制作品病害分析圈

为了更详细地记录作品原始病害情况
,

方便对

作品进行处理前后的对比
,

修复之前要绘制作品病

害分析图
。

方法如图 l( 见彩版第 3 页图 巧 )所示
,

取一透明聚醋薄片覆盖于作品上
,

用黑色笔绘出作

品的外轮廓
,

然后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不同的病害
。

当怀疑有菌类滋生时
,

需要对这些菌类作微生物化

验
。

1
.

3 圈文部分稼定性侧试

由于作品清洗过程中会用到水溶液或有机溶

剂
,

在应用之前
,

必须对作品上不同颜料及字迹在溶

剂中的稳定性进行测试
,

以选择合适的清洗方法
。

1
.

3
.

1 去 离子水浏试 用滴管滴一滴去离子水于

图画部分
,

然后用干净棉签轻轻擦拭湿润部分
,

观察

棉签上是否染有颜色
。

1
.

3
.

2 乙醉测试 用滴管滴一滴 95 % 乙醇于图画

部分
,

然后用干净棉签轻轻擦拭润湿部分
,

观察棉签

上是否染有颜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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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试效果选择合适的清洗溶剂
。

本作品颜

料和字迹在两种溶剂中均稳定
,

采取水溶液或 95 %

乙醇清洗都可以
。

2 保护及修复工作

2
.

1 表面清洁工作

作品在长期的保存过程中
,

表面会沉积很多灰

尘
,

在化学清洗之前尽量对作品进行干性表面清洁
。

2
.

1
.

1 干性表面清洁 用软鬃毛刷机械去除不粘

连的灰尘物质
,

用不蘸溶剂的火山胶海绵 ( 图 2
,

见

彩版第 3 页图 16) 去除作品上不涉及图案的边缘部

分上的更为顽固的灰尘
。

火山胶海绵可去除纸张内

部纤维表面的灰尘
,

同时不会在纸张载体表面留下

沉积
。

清洗后
,

作品边缘和背面灰尘明显减少
。

应

用火山胶清洁时
,

擦涂方向要顺着纸张帘纹的方向

( 以防对纸张造成危害 ) ; 画心部分不能用火山胶清

洁
,

以防作品颜色变浅
。

2
.

1
.

2 湿性表面清洁 对于渗透到纤维缝隙的表

面固体颗粒可用凝胶体进行湿性清洁
。

用凝胶体对

作品进行表面清洁时
,

凝胶体需要具备柔韧性
、

成膜

特性
、

生物惰性和化学稳定性
,

而 hP yt ag el MT (图 3
,

见彩版第 3 页图 17 )具备了这些特性
。

hP 外ag
e l仪是

高分子多糖构成的惰性生物凝胶体
,

凝固温度为

27
一 30℃

,

p H 为 6
.

5 一 7
.

0
。

该清洗方法既有力学 -

物理过程
,

又有化学过程
,

P hyt 略e l , 可以接触到渗

透人载体纤维缝隙的固体沉积颗粒
,

将它们并人 自

己的结构
。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透明的胶凝体方便持

续监视清洗情况
。

2
.

2 在倾斜平面上利用毛细作用进行清洗工作

2
.

2
.

1 清洗原理 如图 4( 见彩版第 3 页图 18) 所

示
,

将骊ert
x O L 60 ⑧粘胶纤维的一端浸在上水槽

的水中
,

其它部分与聚醋玻璃贴平
,

由于毛细吸水和

重力作用
,

上水槽中的去离子水会顺着粘胶纤维流

向下方的收集槽
,

贴于其上的作品不断得到清洗
。

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一直利用清洁和稳定的水流
,

尽可能保持载体的机械性能
,

减少水的侵袭力
,

避免

作品浸泡在含病害物质的死水中
。

这种方法是不可

逆的化学处理
,

应用之前要确定必要性和可行性
。

2
.

2
.

2 清洗步骤 分五步进行
。

( l) 该清洗方式需要预备一块聚酷玻璃
,

其上

覆盖一层 由 100 % 粘胶纤维组成的 I go rt ex o
咖

。 ,

首先用 10 % 酒精溶液喷洒 Igo ert
: 0 1龙刃。

,

将该粘胶

纤维的一端浸在上水槽的水中
,

上水槽中的去离子

水会顺着蜘ert
x o 场 0。 粘胶纤维流向下方的收集

槽
。

在此过程中用脱脂棉轻抚粘胶纤维
,

使其与聚

醋玻璃紧贴
。

( 2) 用一层无纺布托着作品
,

在作品上喷洒浓

度为 10 % 的酒精溶液
,

目的是减小水的表面张力
,

减弱干燥作品直接接触水后
,

引起的纸张膨胀
、

起皱

等典型的物理 一机械变形
。

而后把无纺布和作品一

起浸人另一个盛满去离子水的水槽中
,

使作品完全

浸湿
,

并与无纺布紧密相贴
。

( 3) 将无纺布及其托着的作品从水槽中慢慢

取出
,

覆在 纯
o rt e x o
咖

。 (无纺布隔在粘胶纤维与

作品之间 )上
,

再把另外一张无纺布覆在作品之上
,

喷洒一些浓度为 10 % 的酒精溶液
,

而后用棉花蘸水

轻拭表面
,

使作品与下层间无气泡
,

紧密相贴
。

( 4 ) 清洗持续两小时
。

如果清洗的不是很干

净
,

可以将作品反过来重复上述过程
,

( 5) 清洗一段时间后测定下水槽的 pH 值
。

2
.

3 根据情况进行脱酸还原处理

通过脱酸处理
,

可将载体上不溶的酸性物质中

和 ;另外
,

在该过程中使用的碱性溶液还可以在纸张

纤维上留下碱性沉淀物
,

阻止以后的酸化病害
。

而

还原目的是处理氧化造成的病害
,

促使链内氢键形

成
。

具体方法采用丙酸钙汇( C
Z H 5 c o :

) C
a

〕溶液作

为脱酸剂
,

叔丁胺硼烷 〔( CH 3
)

3 CN H Z B H 3

]溶剂作

为还原剂
,

将作品两面衬无纺布浸泡在溶液中进行

脱酸还原
,

操作过程中溶液要密封以防酒精挥发
。

经过脱酸还原的纸张干燥后
,

用手轻轻折
,

会发

现纸张韧性大大提高
。

2
.

4 干操

将用无纺布保护的作品
,

加人两张吸水纸中
,

轻

抚吸水
。

再放置在两层羊毛毡间
,

进行轻抚吸水
,

此

过程除起到吸水作用外
,

还起到使纸张纤维分布均

匀的作用
。

待纸张达到半湿润状态后
,

更换无纺布
,

接着把作品放置在两层硬纸板间
,

压上重物 (图 5
,

见彩版第 3 页图 19 )
,

直至作品干燥
、

平整
。

2
.

5 补全残缺与粘合撕裂

从保护角度来看
,

对于残缺部分的补全和撕裂

部分的粘合都是为了保持纸张载体的结构完整性
,

以保证作品的稳固性和可操作性
。

根据布兰迪现代

修复理论
,

艺术作品残缺部位补全的必要条件是
:
确

切认识艺术品的整体形态和残缺部位的形态
,

根据

历史证据和文献提供的信息采取补全措施
。

2
.

5
.

1 修复材料选择 根据修复可逆性原则
,

选择

修复材料要做到
:
尽可能使作品少受侵蚀 (保护和

预防优先 ) ;可以用材料覆盖纸
,

但不要碾压 ;修复

应该是不可或缺的
,

而不是为修复而修复的
“

美丽

的加工
” ;应了解材料机理而不是没有实验的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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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行事
,

老化后不应破坏支撑体和其他材料的化学
、

物理
、

生物
、

光学
、

力学特性 ;如可能
,

最好能起到保

护作用 ;可以去除
。

根据以上原则
,

修复过程使用了日本纸和 日本

纱
,

根据作品厚度和颜色需要
,

选 择 了 JA IP CO

N o
.

25 504 日本纸 (该纸张由长纤维组成
,

p H 值为 7 )

来修补作品
。

根据作品情况
,

选择与纤维素具有相似化学结

构的 5% 经丙基纤维素粘合剂
,

以酒精为溶剂
,

这

样
,

胶粘剂用后比较容易挥发
,

具有较好的渗透性和

干燥速度
,

加固修补后的作品平整不起皱
。

2
.

5
.

2 修复方法 本作品本身没有大的撕裂和残

缺
,

上边
、

下边和右边纸张载体有些脆弱
,

根据作品

的情况对作品的这三个边进行加固
。

将作品正面朝

下
,

铺于无纺布上
,

平铺于透视台上
,

将配好的日本

纱放到需要加固的边上
,

用画笔涂抹经丙基纤维素

胶
,

粘合剂通过 日本纱和作品粘合
,

再把无纺布覆盖

在粘合处
,

用骨棒碾压
,

压上重物直至干燥
。

然后用

同样方法加固另一段
。

加固干燥后
,

将作品反过来

正面朝上
,

用手术刀按原作品边缘将多余日本纱裁

掉
,

此过程不能用尺子
,

以保持作品的原始状态
。

如

果整个作品加固干燥后仍有皱褶
,

再将作品放于无

纺布中间
,

用酒精喷壶将作品潮湿
,

放置在羊毛毡之

间
,

用手抚摸 10 分钟
,

换上干燥的无纺布
,

压上无酸

厚纸板
,

盖上木版干燥
。

修复过程中要注意
:

( 1) 选择的日本纸的帘纹

方向
、

厚度
、

不透光性要与原作品纸张的帘纹方向
、

厚度
、

不透光性一致
。

刷胶时
,

要顺着日本纸的帘纹

方向
,

这样不会刷散纸张的纤维 ; ( 2) 作品整条边需

要加固时
,

不能用整条 日本纱
,

要分段加固
,

以防造

成作品皱褶 ; 日本纱一定要用手撕
,

一方面保持边缘

纤维的质感
,

同时可以和原纸张形成很好的延续性
。

通过作品处理前后 ( 图 6
,

见彩版第 3 页图 20
;

图 7
,

见彩版第 4 页图 21 ) 局部对比可以看出
,

处

理后的作品表面灰尘和水迹基本去除
,

取得了很

好的清洗效果
。

从图 8( 见彩版第 4 页图 22) 和图

9( 见彩版第 4 页图 23 )作品处理前后的整体对比

可以看出
,

经过处理的作品可观赏性增强 ; 同时
,

作品的脆弱部分得到了很好的加固
,

有利于作品

的长期保存
。

3 结 论

作品经过保护清洗和修复后
,

纸张表面的灰

尘基本去除
,

作品具有更好的可观赏性和美学

性 ; 同时纸张载体得到了加固
,

很好地保持了纸

张载体的结构完整性 ; 修复材料的有效选择
,

提

高了作品的耐久性
,

对延长作品的寿命有重要的

意义
。

同时
,

在该作品的修复过程中
,

采用的胶

粘剂具有在酒精中溶解的特点
,

以后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
,

当有更好的材料出现时
,

可以很容易

地将现在的修复去掉
,

重新进行修复
,

这就保证

了对修复部分的可逆性
。

西方的保护修复方法对中国纸质文物进行保护

和修复的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

在中国纸质文物

保护和修复过程中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现代保护方法

对于继承和发展传统技术
、

促进文物保护事业的发

展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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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信息
·

9 世纪伊拉克阿巴斯蓝彩釉陶的检测及与 8 世纪

中国唐三彩蓝彩的分析比较

为了分析 9 一 10 世纪阿巴斯王朝蓝彩釉陶的胎釉成分
,

分别采用带波长色散 ( WD S )和能量色散仪

( EDs) 的扫描电镜 ( SEM )和半定量的 X 射线荧光分析仪 ( XRF’ )测定了 8 片发掘于 1931 年伊拉克西部蓝彩

釉陶
。

为比较其中蓝彩使用的钻料成分组成
,

同样采用无损 XRF 半定量分析了 7 件 8 世纪中国唐三彩完整

器的蓝彩
。

分析表明
:
阿巴斯王朝的蓝彩釉陶采用传统的小亚细亚碱石灰釉

,

胎为石灰质猫土胎
,

这种特性

的胎釉成分一直可以上溯至公元前 14 世纪
,

但阿巴斯时期陶釉中的碱含量低于早期釉中含量
,

且含有 1%

一 2% 的铅氧化物
。

其中
,

4 件阿巴斯釉陶样品的釉中加人了含锡氧化物
,

而成为乳浊白釉
,

其他样品不含

锡
,

釉层的不透明是由石英
、

钙硅晶体和气泡等综合因素引起的
。

8 片阿巴斯釉陶样品的蓝彩有三种不同的

装饰形态
:
浮凸 ;扩散 ;不扩散的平涂

。

浮凸的蓝彩不含铅
、

锡元素
,

蓝彩和邻接的白釉之间存在边界 ;扩散的

蓝彩中含锡和较多的铅 ( or % 以上的铅氧化物 )
,

蓝彩扩散至陶胎表面 ;不扩散的平涂蓝彩推测是直接在釉

陶上施以钻料
,

烧成中蓝彩与白釉粘合在一起
。

目前
,

阿巴斯釉陶所使用的钻料矿物来源还未确定
。

但是分

析数据表明
:
阿巴斯蓝彩釉陶使用的钻矿料中的铁含量较高

,

并且存在一定量的特征元素锌
,

少量铜和微量

镍 ;8 世纪的中国蓝彩也采用高铁的钻矿料且含有一些铜
,

但并不含元素锌
,

其中的 eF O/ C 0 0 比也低于阿巴

斯蓝彩的 eF o/ co O 比值
,

相对而言中国蓝彩富钻
,

因此可以将阿巴斯蓝彩与 8 世纪中国唐三彩蓝彩区别开

来
。

但是
,

将阿巴斯彩釉陶看作是伊拉克引人锡乳浊白釉后独立的创新发明? 还是受到 8 世纪中国唐三彩

蓝彩及一些器型
、

装饰风格的影响而烧制的新品种? 这个问题仍需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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