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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抢救性修复保护我国著名旅法爱国女画家潘玉良众多的油画
,

选用欧洲的传统工艺和技法
,

采用与气候湿

润的意大利
、

荷兰
、

日本等国家基本相似的材料
,

用整体托裱法等技法
,

并运用现代数码及电脑图片技术
,

对 108 幅油

画进行修复
。

从列举的 4 个例子
:

《弹曼陀铃老人》
、

《新枝》
、

《南京夫子庙》
、

《黑白女人体》修复结果说明
,

修复后恢

复了其原貌
,

效果良好
,

对类似工作具有示范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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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 言

潘玉良 ( 189 5一19 77 )
,

是一位中国旅法的著名

爱国女画家 〔’ 夕。 她出身贫微
,

但傲骨铮铮
,

以顽强

的奋斗精神
,

同世俗决裂
,

与困难搏斗
,

以满腔热血

醉心于对艺术的追求
,

两次远涉重洋
,

旅居法国四十

余载
。

但她始终酷爱自己的祖国
,

临终前嘱咐友人
,

一定要将其一生的绘画作品运 回祖国
,

奉献国人
,

以

了
“

病魔虽阻还乡愿
,

终喜画魂含笑归
”

的夙愿
。

播玉良在艺术上
“

融中西方于一冶
” ,

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

见重于艺坛
。

她的作品在法国曾

荣获过二十余次各种奖项
,

为西欧许多国家博物馆和

著名收藏家所收藏
,

传记载入《世界画家
、

雕塑家
、

素

描家
、

木刻家大辞典》和法国《拉鲁斯绘画辞典》
。

19 84 年
,

遵照潘玉 良生前遗愿
,

我驻法使馆人

员克服重重困难
,

将其遗留下的 20 世纪 30 一刁0 年

代作品及遗物四千余件带回祖国
,

除少部分为中国

美术馆及其家属收藏外
,

大部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

这批画到达我馆后
,

尽管我馆上上下下都非常重视
,

在现有的条件下
,

专门为之腾出两间库房
,

特制了木

质存放专柜
、

架
,

派专人保管
,

并为之进行了全面的

归类
、

整理
、

拍照
、

污物清理等工作
,

还将其中价值较

高的作品装框
。

但由于我馆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有

限
,

还不能为这批画作提供更为良好的保护
、

修复和

保管条件
,

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

眼看着这批画

的损伤随时都有扩大的趋势
,

尤其她早期的几幅作

品 (后面将详细叙述 )
,

一碰就有颜料洒落
。

有的地

方颜料已完全脱落
,

画面上看到的只是画布纹理和

隐约的轮廓
,

严重影响了作品的观赏效果
。

若任其

发展下去颜料将会逐步脱落光
,

到那时若想修复
,

恐

怕为时已晚
,

再高明的油画修复师也无力挽救
。

我们正在为缺乏潘玉 良修复保护资金和技术而

大伤脑筋之时
,

台湾李氏文化财修复保护中心的油画

修复大师李福长先生前来我馆并表示原意帮助我们

修复潘玉良油画
,

同时可以在台湾筹措赞助资金
。

李

福长先生是在 199 5 年我馆潘玉良油画第一次赴台展

出时看到潘玉良油画的
,

作为一位油画修复大师李先

生看出了油画中存在的损坏问题
,

便有心想要为之进

行修复工作
,

加之台湾高雄琢璞艺术中心的杨宏博先

生
、

王素真女士 (杨太太 )收藏几幅潘玉 良的油画
,

十

分敬佩潘玉良的一生
,

对她的油画作品相当欣赏
,

他

们愿意为修复播玉 良油画提供部分资金
。

我们三方

是一拍即合
,

从此为了这项工作的实施进行了不懈的

努力
。

2X() 3 年《安徽省博物馆潘玉 良油画修复保护

方案》的报告获国家文物局批准
,

同时
,

李先生
、

杨先

生的资金等筹备工作也已完成
。

20( 又 年 11 月潘玉 良

油画作品的修复保护工作正式起动
。

1 损坏状况及损坏原因分析

我馆收藏潘玉 良画作及遗物计 4 0 00 余件
,

其中

油画 3 61 件
。

经检查存在程度不同问题的约有 1/ 2

以上
。

主要表现为二大方面
:

1 1 理化因素形成的自然损伤

1
.

1 1 画 面颜料严重粉化
、

起翘 有 18 幅油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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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种情况
,

轻轻一碰便可见油画颜料洒落
。

这大

多发生在其早期作品中
,

可能与油画的绘制方法有

关
。

潘玉良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早期油画家之一
,

20

世纪初
,

潘玉 良开始学习油画的时候正值欧州印象

派画风盛行之时
,

潘玉 良的老师刘海粟先生就是一

位印象派画家
,

印象派画的好处是艺术家通过对光

线和颜料的把握
,

敏感地凭借自己的感觉
,

描绘出种

种变化的真实状态
。

但早年的印象派画家
,

摒弃了

传统油画严谨打底的绘制方法
,

直接在画布上作画
,

这就造成了油画颜料与画布粘接不牢
,

为今天的保

存留下了隐患
。

再者当时使用的油画颜料中亚麻油

的含量不高
,

而是用松节油作为稀释剂
,

时间长松节

油被降解了
,

颜料变得特别干
,

与画布的粘接力大大

降低
,

颜料就很容易脱落
。

修复中发现这种现象主要

表现在风景类作品的天空部分等浅色系的油画颜料

上
,

如图 l( 见彩版第 3 页图 18 )
“

六和塔
”

所示
。

1
.

1
.

2 画面颜料鼓疙
、

剥 离 这是油画颜料与画布

的膨胀系数差异 z[] 造成的
。

新绘制的油画作品
,

因油

画颜料的弹性很好
,

是不会有影响的
。

但对于年代久

远
,

油画颜料已变硬
,

若此时再受潮
,

甚至被水泡过
,

情

况就不一样了
,

画布受潮会产生膨胀
,

而油画颜料变不

了
,

久而久之就造成了画布与颜料之间形成空鼓
、

断裂
。

另一方面是材料的质量问题
。

潘玉良在法国时
,

主要是靠卖画维持生计
,

生活窘迫
,

因此买不起较好

的绘画材料
,

其中有部分油画作品的油彩与底料
、

画

布粘接不太牢
,

时间一长
,

便产生自然分离剥落
。

1
.

1
.

3 画布发霉
、

腐烂
、

断裂 由于保存条件一直

不好
,

有的画布因受潮产生了霉变
,

严重的出现霉烂

现象
,

尤其是在画边上
,

因紧绷在画框上而长期受

力
,

更易撕破
、

断裂
。

1
.

1
.

4 亚麻油脂降解 部分画面的一些深色调颜

料上出现了大片白色物质
,

起先我们以为是发霉
,

曾

用 75 % 的乙醇擦洗过
,

没有效果
,

经专家指导才知

原来是亚麻油经岁月而产生的降解现象
。

后刷一层

保护油这一现象便不再出现
。

1
.

2 人为因素形成的损伤

1
.

2
.

1 卷伤
、

折伤 这批油画由法 国运回来时
,

为

了运输方便
,

几乎都被拆了画框
,

让油画一张张叠放

在一起
,

几十张一叠卷起来后装箱起运的
。

而且是

正面向内卷的
,

内卷的毛病在于
,

油画颜料受到来自

画布的挤压 (油画颜料多为颗粒状的矿物颜料
,

具

有一定的外展弹力
,

但受不住挤压 )
,

强大的内应力

迫使颜料呈
“

屋脊
”

状的剥离
、

断裂
、

起翘
、

大片脱

落
,

严重的稍一用力提起
,

便会有断裂的油彩洒落
。

更有甚者许多画并不是被整齐地卷起来
,

而是参差

不齐
,

而且卷过后又被立起来放置过
,

那些伸出来的

画心便被严重折断
,

修复中看到不少三角形的断痕

就是这样形成的
。

另一方面画与画间的直接磨擦造

成了大量的擦伤
,

划痕
。

1
.

2
.

2 外力撞伤 这类情况有 12 幅作品
,

撞伤主

要都是因运输和保管不当
,

碰到某些尖硬的物质上

被戳伤
,

有的可能就是一幅作品的边框戳伤了另一

幅作品
,

或者是干脆被摔坏产生的裂 口
。

伤害有来

自正面的
,

也有来自反面的
。

1
.

2
.

3 拉伤 油画在创作时都是绷在框上绘制的
,

由法国运回来前进行过拆框
,

拆框人员不是科学的用

力
,

而是硬扯
,

形成了许多以钉眼为中心的波纹状的

颜料损伤
、

脱落
。

经调查潘玉良作品在我驻法大使馆

拆卸
、

包装时
,

当时的两名工作人员仅用 了三天不到

的时间就全部完成
,

据专家介绍和我们此次拆框经验

得知
,

正常情况下仅我馆藏的 3 61 幅油画
,

即使是两

名熟练工人
,

没有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也是难以完成

的
,

可见因时间紧
,

工作草率也是在所难免
。

1
.

2
.

4 底色翻现 在部分画背上有用红色水彩笔
、

蓝色或黑色记号笔书写文字或数码
,

尤其是水彩笔

写的数码
,

水彩是水溶性颜料
,

受潮后颜料随着水分

向画布的纤维内晕渗
,

若遇正面颜料很薄
,

油脂又被

降解了的情况
,

便会在画面上翻现出来
。

2 修复方案的选择

多年来国际油画修复师们逐步建立起一个共

识
,

那就是油画修复绝对不允许改变作品的原创性
,

即修复师不能将 自己的艺术价值观强加给被修复的

作品 ;修复师不能任意修改或添加一笔 ;修复的范围

必须严格划定在破损
、

脱色
、

污染等损伤区域内
,

力

求与原作尽可能保持一致 ;注意保留住其历经岁月

沧桑形成的体现历史价值的老化层
,

还其原貌
。

同

时要求修复材料有一定的可逆性
,

若干年后如有更

好的修复材料或技术
,

可以较容易的替换之
。

根据上述共识
,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的原则要求
,

我们制定了最少干预的修复工作原

则
,

就是我们在修复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少动画面
,

只

要不对油画保存构成威胁的地方坚决不动
。

有人担

心油画修复会不会损害作品的历史价值
,

其实我们修

复的的区域被严格划定在那些受过损伤的部位
,

其它

地方仅仅去除了不属于作品本身的污染物而已
。

这批油画 中最早是 19 31 年创作的
,

最晚也是

195 4 年
,

距今都已有 50
一

70 年
,

每一件作品都是作

者智慧的结晶
,

都是独一无二
、

不可替代的
,

这是艺

术品的特性
,

也就是作品的
“

原创性
” 。

我们就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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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上述基本原则进行修复保护的
。

目前国际上油画修复工作从事较多和较好的国

家有意大利
、

西班牙
、

法国
、

荷兰
、

前苏联
、

美国
、

英国
、

日本等
。

就修复的技术和理念上大体分两大主流意

识
:

l) (欧洲 ; ( 2)美国
。

这两大主流意识将保守与积

极明显区别开来
。

欧洲的修复技术与材料趋向保守

与传统
,

技术上修复师手工操作为主
,

材料上大多选

用纯天然材质
,

对于先进的现代技术与材料采取保守

与观望的态度 ;美国方面在修复技术与材料上则积极

得多
,

对于现代的材料例如丙烯树脂类或者在计算机

光电技术运用上有着积极的态度
,

甚至采用了机器托

裱的方法
。

这是两种非常明显不同的修复意识
。

目

前
,

放眼亚洲
,

除了日本建立起了自己的油画修复的

材料与技术系统外
,

其余各国
、

各地均尚在萌芽阶段
。

根据前面提到的修复工作原则
,

我们选择采用

欧洲的传统工艺和技法
。

即使在欧洲由于地理位置不同
,

气候等环境因

素差别较大
,

比如意大利
、

荷兰气候湿润
,

而同属欧

洲的俄罗斯气候干燥
,

所采用的材料亦是有区别的
。

合肥市位于江淮之间
,

全年气温变化的特点是冬寒

夏热
,

春秋温和
。

属于暖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带气

候型
,

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因此我们采用的修复

技法与修复材料与意大利
、

荷兰
、

日本等气候湿润的

国家基本相似
。

3 修复保护所用的材料与技术方法

3
.

1 修复保护材料

所用的修复材料如表 1所示
。

表 1 修复保护主要材料

T a b le 1 M a t e ir al s u s e d in er s t o ar t ion

用 名
途 称

英文

俗名
化学式 主要成分 特 性 缺 点

高级脂肪酸和高级一元醇醋
,

是约 熔点温度在 60
一

70 ℃
,

软化温度 处理不好会发亮

两周龄工蜂蜡腺分泌出来的脂肪性 45 ℃
。

热膨胀系数小
,

隔湿性能好
。

物质
。

蜂蜡

粘合剂填充料

G e l a t i n e

动物胶

胶质蛋白类
,

是由动物的皮
、

筋
、

骨

头中提取制得
。

流动性良好
,

用在颜料层空鼓处粘

合效果好
。

遇水膨胀并溶于水
,

能做到可

逆
,

同时也会降低粘合力
。

明胶
粘合剂

化学浆料
,

纤维素的衍生物
。

C H Z C H O H C H 3

白色
、

絮状或粉末状
。

无毒无臭
,

鼠

虫不食
。

性能稳定
,

易溶于水
,

不溶

于乙醇等有机溶剂
。

甲基纤维素
合粘剂

自制产品
。

新鲜的牛油与中性肥皂

一起熬制而成
。

牛油增加了肥性
,

使清洁只在画面

表层起作用
,

避免水分向下浸入
。

牛油清洁皂液不可在画 面上

停留太久
,

擦过后立即用松节

油洗去
,

以免损伤画面
。

牛油清皂洁
剂清洁

石油精

成分为戊烷
、

己烷 ;熔点 < 一
73 ℃ ;

沸点 40
一 80℃ ;

不溶于水
、

溶于无

水乙醇
、

苯
、

氯仿
、

油类等多数有机

溶剂
。

松树脂的蒸馏提取液

溶解蜡较快
,

故用来清洗残留的蜂 易燃

蜡
、

着色时用作拉毛蜂蜡填补处的

蜡面和修复颜料的稀释剂
。

石油醚清剂洁

挥发性强
、

无色透明至微黄色的澄明

液体
;
嗅觉特异

,

味辛
,

久贮或暴露于

空气中
,

臭味增强
,

色渐变黄
。

与氯

仿
,

乙醇乙醚或冰醋酸能任意混合
。

溶于水
。

穿透力很强
。

相对密度 ( 0
.

7 9 )
、

沸点 ( 7 8℃ )
,

与

汽油相近
,

热值为 13 3 6
.

s u
·

k g
一 ’ ,

比汽油低
。

易燃
,

燃烧时发生浓烟
。

uT rP e n t i n e

0 11

松节油

清洁剂稀释剂

以糖类
、

淀粉和纤维素等碳水化合

c H 3 c H Z o H 物为原料的发酵法和 以乙烯为原料

的水合法制成

易燃
。

对油画来说是一种较

强的清洗剂
,

只能用作清洗那

些难以去除的污染物
。

酒精乙醇
清洁剂

碳酸钙是通过石灰石的锻烧
、

消

化
、

碳化等一系列化学工艺过程生

产而成
,

分子式为 C aC 0 3 。

分子量

10 0
.

l u 。

外观
,

白色固体
。

密度

2
.

7 x l仍 k了衬
,

溶 解 度

0
.

印 13 『 1X() g 水
。

用动物胶调和使用
。

填充体积
、

增加硬度以及制作油漆骨

架
,

凝固后硬度较强
,

不变形
,

用动物

胶为粘合剂来调和
,

具备可逆性
。

碳酸钙
+
动胶物

填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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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

使用便捷
,

干燥迅速
,

而且干燥后可以

用水重新擦洗修改
。

同时价格便宜
,

可降低修复成本
。

翎旨类颜料
。

大多产自意大利的一个

小岛上
。

全部进口
。

价格昂贵
。

修复颜料油画修复

凡尼斯

上光油

用松节油调和达玛树脂和蜂蜡制成
。

具有可逆性
,

与油画颜料接合牢固
。

色稳定性好
,

柔润度特别好
,

弹性高
,

干燥迅速
,

不溶于亚麻油
,

但溶于松节

油或石油精
。

隔离
、

保护画面好
。

校色效果好
。

法国产的好
,

国产差点
,

易发黄
。

保护油校保色护

日本产
。

纸张纤维比较长
,

拉力较大
,

柔软
、

半

透明
。

保 纸京花护纸

针叶树木浆或竹浆精制而成
。

抗张
、

抗撕裂等强度高
,

湿润性特佳
。

湿牛皮纸干燥时的收缩力强
。

牛皮纸保护纸

亚麻或大麻纱线织成
,

涂清胶保护纤

维
,

再刷亚麻油或铅白作底
。

纤维强力大
,

在水中不易腐烂
,

并有防

水作用
,

此外还有耐摩擦
、

耐高温
、

散

热快
、

吸尘率低
、

不易撕裂
、

不易燃烧
,

无静电
、

耐酸碱等独特的优点
。

油画

亚麻布加固

常用载体
。

3
.

2 修复保护技术方法 以增加画心强度 (见图 2 左所示 )
。

注意
:
这个过程中

3
.

2
.

1 整体托旅法 对于油画颜料严重粉化
、

起翘的 画心要用京花纸保护起来
。

作品采用此法
。

主要是在画背重新裱上一层新的亚麻 2) 托裱画心
。

托裱是在拉裱框上新绷一块亚麻

布进行加固
。

整体托裱又分二个步骤
:

布
,

从背后将画心与亚麻布固定在一起
,

蜂蜡刷在新亚

1) 拉裱画心
。

拉裱画心是利用一个事先准备好 麻布上
,

用熨斗加热
、

加压
,

蜂蜡受热后向下渗透至画

的拉裱框
,

中间用宽胶带作支撑
,

四周用甲基纤维素贴 背
,

从而粘合了新老画布
,

油彩粉化
、

起翘的地方蜂蜡

两层湿牛皮纸夹住画心
,

利用湿牛皮纸干燥时的收缩 可以直接渗透到颜料层
,

亦将颜料与画布牢牢地粘合

力绷紧画心
。

拉平的画心背后用蜂蜡贴上一层纱布
,

在一起 (见图 2 右所示 )
。

F电
.

2 C

~
如 on of p . n it gn

3
.

2
.

2 正 面贴玻璃蜡纸 拈合法 对于那些 局部

出现油彩龟裂
、

起翘的颜料
,

可用小熨斗 烫粘合

龟裂
、

起翘的颜料 ( 图 3 )
,

为了尽可 能少 的动画

面 我们不用此法
,

而采用正面粘贴玻璃蜡纸
,

方

法是
:
先在玻璃纸上刷上 一层蜂蜡

,

根据需要剪

成合适大小放到待粘合部位
,

适当加热后蜂蜡顺

着颜料的裂纹渗透到画布上去
,

从而起到 了粘合

作用
。

选用玻璃纸是为了看得见待贴部位
,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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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

这是李福长先生独创的方法
。

3
.

2
.

3 明胶粘合法 用针头进行注射
,

利用其良好

的流动性到达空鼓的部位
,

同时也因遇水易降低粘

合力
,

故这种方法我们用的比较少
,

我们只在《睡人

体》作品上用了一次
。

这幅名为《睡人体》画是 19 41 年的作品
,

曾参

加过巴黎春季艺术品沙龙
,

在展览时被德军人割破

长 37
c m 的大 口子

,

画背上有画家 自己作的记录文

字
: “

此画出品一九四一年巴黎春季沙龙
,

有德军人

要求减价让与未允
,

在画展闭幕先二 日 (一九四一

年五月册一 日 )发觉此画被割
,

同时尚有当代名画

家 v A K D on ge n
大幅佳作亦被观者私地裁破也

” 。

画家请人做过修复
,

其中有一部分被前人在修复时

盖住了
,

为了解全文我们揭开了有字部分
,

拍照后又

将其复原
。

因以前修复时是用明胶粘合的
,

为恢复

原状仍采用 明胶贴 还原 ( 图 4
,

见彩版第 3 页

图 19 )
。

明胶的另一个用途是调制做油画肌理的填充料

时使用
。

图 3 用小熨斗熨烫粘合龟裂
、

起翘的颜料

n g
.

3 Res t o

art i on Of det
e or ar t e d Pi脚

e n t

3
.

2
.

4 接画边 对于那些因霉烂
、

拉扯造成破烂的

画边可裁四条亚麻布
,

用蜂蜡粘接到画边上 (图 5 )
。

3
.

2
.

5 贴补裂 口 根据裂 口 的大小剪一块略大的

亚麻布用蜂蜡粘合
,

粘合前要理好裂 口处 的断丝
。

需注意的是裂 口大于 or c m 最好不用或少用此法
。

但在修复油画 (( 弹曼陀铃老人》时尽管裂 口 已超过

or c m
,

但我们还是采用了贴补法
,

原 因是画背上有

潘玉良的花体签名和一段法文记述
,

这是不得以而

为之 ( 图 6 )
。

图 5 接画边

F i g
.

5 C o n s e vr at io n o
f 两

n it n g

图` 亚麻布贴补裂口

iF g
.

6 eR
s t

aor
t io n iw th li n e n

3
.

2
.

6 油 画肌理填充
、

刻制 法 油画的肌理填充
、

刻制法有两种
。

l) 碳酸钙填补
。

碳酸钙加明胶调制填充料

(凭经验根据肌理厚薄调制浓度 )
,

用专用工具或笔

尖挑起填充料填在画面裂 口及周边破损
、

油彩脱落

处
,

碳酸钙有一定的厚度
,

可以根据油彩脱落周边的

情况用工具刻制出相应的油画肌理 ( 图 7 )
。

破损
、

油彩脱落处边缘粘上的填充料用温水洗掉
。

毛笔填补
专用工具填补

图 7 碳酸钙填补
、

刻制肌理

R g
.

7 R
e s t o ar t i o n

iw ht C a C 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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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蜂蜡填补
。

用火加热工具后挑起蜂蜡粘在

待填补处
。

蜂蜡填补法适合用 于肌理较厚的部位

(图 8 )
。

好处是蜂蜡容易刻出逼真的肌理效果
,

而

且可以加人适当的颜色
,

在颜色单一的地方能省去

上底色的工序
。

缺点是蜂蜡熔点较低
,

遇热会软化
,

肌理会变平
,

故不易大面积采用
。

3
.

2
.

7 绷画框 绷画框是学习油画的必修课 (不

少油画家都喜欢使用 自己绷的画框作画 )
,

绷画时

要用
“

十
”

字绷钉法 ( 图 9 )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绷画框技术也改革了
,

过去用锤子
、

铁钉
,

现在改用

气钉枪
、

不锈钢针
。

要注意的是
:
绷画框时空气中的

相对湿度最好高点 (干的时候要在地下洒水 )
,

大约

在 R Hso % 左右为宜
,

因湿气使画布产生一定的膨

胀
,

钉出的画子以后不会出现松驰现象
。

图 8 蜂蜡填补
、

刻制肌理

R g
.

8 R e s t o ar t io n
诫 ht be

e w ax

3
.

2
.

5 清洗方法 清洗是修复油画的一个重要环

节
,

清洗的目的是除去画面上的灰尘
、

杂质
、

污渍
、

残留

物等本不属于画作上的东西
。

假如以前曾做过不合理

修复的地方也可一并去除
,

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修复

工序
、

材料等的一致性
。

但清洗必须把握一个度
,

如果

清洗不当将会把颜料的老化层洗下来 (因颜料的老化

是由表及里逐步深人的 )
,

从而呈现出刺眼或明亮的颜

料层
,

画作时间感消失
,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时光倒错的

画
。

若清理掉老化层就将是修复保护工作的一大失败
。

要根据清除对象选择不同的清洗剂进行清洗
,

以不损伤画面为准
。

方法是用棉花棒蘸取清洗剂顺

着油画肌理进行擦洗 (图 or
,

见彩版第 3 页图 20 )
。

棉签边擦边旋转
,

观察棉签上的污物
,

若见有少量油

彩出现立即停止
。

3
.

2
.

9 上底色 一般油画家都很重视上底色
,

这是

因为所上的底色的显色力直接影响着绘画效果
。

修

复中上底色亦是如此
。

上底色是挑一些广告颜料或色粉放在调色盘

上
,

调出与待修复区周边颜色相近的色调
,

细毛笔蘸

取
,

涂在填充料上 (图 1 1
,

见彩版第 3 页图 21 )
。

色

调要尽可能接近
,

调色过程中可先用毛笔蘸颜料在

填充料上点一下
,

与周边油画颜料进行对比
,

不合适

再调
。

可以多次上色
,

一步一步使之更加接近一致
。

注意
:上底色时要用同色系中略深点的颜色

,

这样遮

蔽性会更好点
。

3
.

2
.

10 上修复颜料 修复颜料与油画颜料完全不

同
,

油画颜料不可用来修复
。

其一
,

油画颜料不可

逆
,

其二
,

油画颜料与修复区域周边的颜料接合不

图 , 绷画框

n g
.

9 eR
s t o

art ion iw t h p ia
n t i n g fr am

e

牢
,

以后仍会起翘
。

修复颜料薄涂在碳酸钙胶或蜂蜡肌理和打底的

广告颜料之上 (图 12
,

见彩版第 3 页图 2 2 )
。

上修复

颜料用的笔最好选用貂毛笔
,

貂毛细
,

柔软度好
。

使

用前最好用亚麻油浸泡一下
,

会延长使用寿命
。

上

修复颜料时最好还要使用一个手杖
,

可以托起手腕
,

避免手腕与画面直接接触
,

损伤画面
。

我们所用的

手杖是因材置宜
,

选用一根 比较直的细竹竿
,

顶端梆

上一块皮料制成
。

修复颜料要上一层
,

喷一次保护油
,

校正色彩后

再上修复颜料
,

直到与周边颜色融合为止
。

3
.

2
.

n 上保护油 上保护油的方法有两种
,

一种

是将画面平放
,

象刷油漆一样涂刷
。

另一种是用喷

枪喷涂
,

喷枪调到雾状
,

将保护油均匀地喷满画面

(图 1 3 )
。

保护油一般视情况要上二到三遍
。

上过

保护油后油画会被提亮
,

看起来会感觉画面略变新

点
,

这不要紧
,

过段时间保护油表面会产生氧化
,

颜

料就与原来一样了
。

图 1 3 喷保护油

珑
.

13 R e s

oatr
t io n w it h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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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时上保护油前要用热水进行水浴
,

因上光

油在低温下呈猪油状
,

形成达玛树脂和松节油在上

层
,

蜂蜡沉人底层
,

不加热使用会出现不均匀的条

状
,

光感不匀
。

保护油还有另一种功效
,

它可以用来校色
,

假如

所上颜料的颜色略有不同
,

便立马被显现了出来
,

可

用来保证修复用色的精准性
。

3
.

3 现代数码及电脑图片技术的运用

现代社会是电子信息化的时代
。

我们利用数码

技术拍摄下了大量高质量的修复图片
,

并用电脑技

术做成一系列 oP w e甲 io nt 画面
,

全面地反映修复保

护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
。

尤其是号称平面设计龙头

的 hP ot os h o p 的强大功能为修复工作带来了许多方

便之处
。

如在修复名为《南京夫子庙》油画时
,

由于

颜料脱落严重
,

画面中一个人物的脚部是抬起还是

站立已不易区别
,

为此在电脑上做了多种修复方案

进行讨论
,

经反复推敲
,

最后从其脚跟的阴影判断
,

此人应是在走动中 (图 14
,

见彩版第 4 页图 23 )
,

从

而修复出各方面都认为是合理的画面
。

另外还用图

像处理技术提高诸如画背字迹等不太清晰的图片
。

4 修复成果与问题讨论

4
.

1 成功修复一批油画作品

此次修复工作历时近 7 个月
,

共修复了 108 幅

油画
,

占我馆馆藏油画近 1/ 3
,

其中修复难度大的
,

即采用整体托裱法修复的 19 幅
,

难度较大的如补裂

口
、

接画边的有 25 幅
,

两项合起来为 科 幅
,

最难的

是《南京夫子庙》
,

历时三个半月有余
。

其修复成效

可从几幅油 画修复前后的图片对比中看出
,

现举 4

个例子说明修复效果
。

l) 油画《弹曼陀铃老人》修复前后比较
。

油画名
: 《弹曼陀铃老人》

,

尺寸 l oo
c m x 8 c2 m

,

画布粗麻布
。

现状
:
位于老人的右肩处有大致为

“ L ”

形
,

长为

14 c m
,

宽为 1c2 m 的裂口
,

是受硬物由背面顶到
,

致使

画布破裂而造成的损伤
。

位于老人的左肩处有一块

中心向外 cZ m 呈
“

r
’

形的颜料层脱落
,

画布未完全破

裂
,

但向外鼓出
,

应是硬物由正面撞击戳伤
。

修复方案
:
因画背有作者的文字记述

,

故只能采

取局部打补钉的方法贴补裂 口
,

碳酸钙填补
、

上色修

复
、

喷保护油
。

修复前后对比见图 巧 (彩版第 4 页

图 2 4 )所示
。

2 ) 油画《新枝》修复前后对比

油画名
: 《新枝》

,

尺 寸 5 c3 m x 4 c5 m
,

画布粗麻

布
,

签名位于画面的右下角
。

现状
:
大面积起甲

、

剥落
、

松动
,

颜料退色
。

修复方案
:整体托裱

、

碳酸钙填补
、

上色修复
、

喷

保护油
。

修复前后对比见图 16 (彩版第 4 页图 25 )

所示
。

3 ) 油画《南京夫子庙》修复前后对比

油画名
: 《南京夫子庙》

,

尺寸 7 3 c m x 5 c6 m
,

画

布粗麻布
,

签名位于画面的右下角
,

年代 19 3 7 年
。

现状
:
多处油彩起翘

、

多处出现大面积的脱落
,

损坏十分严重
,

颜料很干
,

与画布的附着力非常弱
,

轻轻一碰就会有颜料落下来
。

修复方案
:整体托裱

、

碳酸钙填补
、

上色修复
、

喷

保护油
。

修复前后对比见图 17 (彩版第 4 页图 26 )

所示
。

4 ) 油画《黑白女人体》修复前后对 比

油画名
: 《黑白女人体》

,

尺寸 7 c3 m x 5 c4 m
,

画

布亚麻布
,

签名位于画面中间的装饰品上
。

现状
:
主要是画面右上角被卷

、

折出约 s m m 宽

的硬伤
,

颜料完全脱落
。

修复方案
:
采用局部帖玻璃蜡纸粘合

,

碳酸钙填

补
、

上色修复
、

喷保护油
。

修复前后对比见图 18( 彩

版第 4 页图 27 页 )所示
。

修复工作完成后受省文物局委托
,

安徽省博物

馆组织了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王丹华 (中国文物保

护研究所研究馆员 )
、

周保中 (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

馆员 )
、

奚三彩 (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 )
,

著名油画家

鲍加 (安徽省书画 院一级美术师 )
、

庄威 (安徽省艺

术学院高级美术师 )
,

了解潘玉 良作品的本馆文物

专家朱世力 (安徽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
、

邓朝源 (安

徽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其 7 名专家进行了评审
。

专

家们一致认为
: “

此次较大规模的潘玉 良油画作品

修复技术科学合理
,

基本采用欧州保护修复的传统

技术
,

保护修复原则正确
,

修复后的作品恢复了其原

貌
,

效果 良好
,

在我国文物保护领域是一项开创性的

工作
,

具有示范意义
。 ”

4
.

2 培养人才

油画修复往往是一项不得 以而为之的事
,

是一

项抢救性的工作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修复是不可避免

的选择
,

任何修复活动都有可能构成一种对艺术品

原状和原意的把握与干预
,

因此 日常维护尤为重要
。

同时修复是一项要有极度细心和耐心的手工活
,

对

修复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和技术能力都有一定要求
,

经过参与这次修复工作为我馆培养了几位能从事简

单油画修复和 日常维护的技术人员
。

4
.

3 油画修复中应注意的事项

通过对潘玉良油画损坏原 因的分析
,

对今后的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第9 1卷

油画保存提出了一些最起码的要求
:

无论是运输或

保存所有的油画必须装框悬挂
,

绝不能平放 ;库房的

温度控制在 巧 一
20 ℃

,

相对湿度控制在 50 % -

60 %
,

急速变化温度不得大于 2 一 5℃
,

相对湿度不

得大于 5 % ;防尘
、

防污染 ;禁止在画背上写字或作

任何标记 ;经常检查
、

定期维护
,

把损失降到最低
,

同

时检查
、

维护的费用也比修复要小得多
。

4
.

4 为潘玉 良生平及艺术成就的研究找到 了大 t

的论据
。

在对油画的修复过程中
,

发现了对研究潘玉良

生平及艺术成就大量有用和可信的论据
。

如首次发

现潘玉 良的一个曾用名
“

也秀
” ;潘 玉 良的性格豪

爽
,

率直
,

灵感来了便立 即作画
,

往往并不讲究绘画

条件
,

在有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她未等画底干透就已

作画的痕迹 ;她非常勤奋
,

目前我们收藏的油画大多

是她从 19 37
一 19 4 9 年间的创作的

,

平均每年要作画

近 30 幅
,

这对油画家来说可谓高产 ;她又是一个爱

憎分明的人
,

在修复的画中有 3 幅画的背后都有她

写的记事文字
,

从中可以看出她对德军和法国伪政

权的恨
,

另在不少幅画中她都画出母亲抱着
、

背着孩

子以及母亲哺乳的场景
,

反映了她内
』

合对孩子的爱 ;

她在法国的经济状况十分不好
,

工作室很小
,

没有工

作台
,

她的油画打底都是竖立着进行的
,

画背上能看

到打底有向下滴挂的痕迹 ;房间可能也不大
,

画可能

就存放在她的卧室里
,

在我们修复的画中有许多画

面上都存有很多的煤灰 ;有 5 幅画是在旧画布上重

作的
,

新旧二层颜料粘合不牢
,

产生了起翘
、

脱落等

现象
。

由此让我们看到了她生活的艰辛 ; 还有 4 幅

画她自己用线缝合后再用颜料修补过 ;在修复她各

个不同时期作品中
,

看到她在绘制方法
、

颜料选用
、

色彩明快程度等方面的变化
,

从中体会到她在艺术

上的进步
、

发展
、

完善和慢慢走向成熟的历程等
。

为展示修复成果
,

修复后的作品曾赴台湾省的

台北
、

台中
,

河北省的石家庄以及北京等地进行展

览
,

使许多以前无法出库的作品能与世人见面
,

为国

人全面了解和研究潘玉 良及其作品
,

提升潘玉良作

品的艺术价值
,

回归潘玉良在我国绘画界应有的地

位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

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

修复工作经媒体报道后已引起了有关领导和机构的

极大重视
,

拨出专款准备对潘玉 良作品的保存环境

加以改造
,

目前此项工作正在实施中
。

4
.

5 经验教习I}

拍摄修复过程的照片和录像是建立修复工作档

案不可或缺的部分
,

应随文物一直保存下去
。

本次

修复中我们用数码相机拍下 了数千张修复前后 的整

体和局部
、

修复中的每一个过程及步骤的照片
,

做了

极其详尽的记录
,

但失误的是没有很好地注意在拍

摄修复前
、

修复中和修复后照片时的光线等条件
,

所

拍摄的照片的感光量均有不同
,

造成同一作品不同

过程 的照片出现色彩
、

对比度差异
,

如果不看实物仅

从照片上
,

反倒会让人产生修复改变作品原样的感

觉
,

这是今后需引以为戒的
。

4
.

6 有待继续研究的工作

l) 双层 (旧画新作 )油画的底层显现
。

本次修

复中发现有 5 幅画是旧画新作
,

也就是现在的画面

是画在废弃的旧画上
,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

旧画中

的某些含油量较高颜料与新画中的含油量较低的颜

料相遇时就出现了
“

瘦盖肥
” ,

这是油画绘制时最忌

讳的
,

这样的颜料必然粘合不牢
。

我们在修复中看

到了一些表面油彩脱落处的底层颜料
,

但没有进一

步深究
,

并不知道被画家废弃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画 ?

为什么要盖住原作? 如何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显现底

层油画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研究的工作
。

2 ) 另外还有一幅名为《春之歌》的大幅 ( 2 2 c0 m

x 133 c m )油画
,

其修复难度比较大
。

主要是难在操

作上
,

我们已有计划
,

准备在 2 0 0 7 年 7 月份与李福

长先生再度合作做好这幅作品的修复工作
。

潘玉 良油画的修复工作在我国文物保护界是首

例
,

工作中难免有注意不到之处
,

但我们会努力弥

补
。

希望有关领导
、

专家及社会各界要继续给我们

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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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

上海博物馆组织召开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

馆藏文

物保存环境应用技术研究
”
工作会议

2 0 0 7 年 2 月 1 日
,

上海博物馆组织召开了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应用技术研究》工作会议

” ,

对该课

题的实施作了动员和部署
。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社会发展处马兴发处长
、

上海博物馆陈克伦副馆长出席会议并讲话
。

会

议还邀请了黄克忠
、

王维达
、

陈元生
、

金鑫荣等文物保护科技专家
、

高校环境科学专家和相关经费管理负责人与会
。

“

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应用技术研究
”

课题
,

是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研人员经过近 2 年的预研究
,

联合华东理工大学与复

旦大学申报的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领域的重大科研课题
,

由国家文物局组织
,

已经列人
“

十一五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
,

课

题总经费为 1以X) 万元
,

其中国拨专项经费 10以) 万元
,

地方配套 6创) 万元
。

为加强该课题的实施管理
,

进一步优化课题研究工

作
,

高质量保障课题研究任务的顺利完成
,

上海博物馆组织召开了本次工作会议
。

环境有害因素是当前造成馆藏文物产生病害的主要原因
。

该课题将在 200 8 年年底之前
,

针对当前博物馆文物库藏
、

陈列

等保存环境科技缺乏合适的微环境检测
、

评价和调控技术问题
,

研究建立适合于馆藏文物保存微环境的 林g / m ,

( p p b) 级痕量

污染气体
“

无动力扩散采样— 仪器分析
”

检测技术 ;开发基于聚合物膜修饰电极石英晶体微天平 ( QC M )方法的微环境空气

悬浮分子污染物 ( A M C s

)的连续监测技术 ;优化建立文物藏展材料质量预防性快速评估筛选技术 ;研究制备多种基于壳聚糖

高分子材料具有调湿和吸附甲醛等污染气体的微环境调控功能材料制品 ;建立基于生物质净化工艺的主要污染气体的集成

净化技术及小型设施 ;最终集成研发具有稳定相对湿度
、

控制或净化污染气体的多功能小环境控制一体化文物藏展设施 ;制

订相应的质量检测技术规范 ;建立示范工程
,

进行推广应用
,

达到改善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的目的
。

马兴发处长指出
,

当前国家对文物保护科技事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
,

市科委将继续积极支持上海的文物保护科研工作 ;

希望各课题参与单位高度重视
、

着眼需求
、

精心组织
、

加强管理
,

确保课题目标任务按计划实施完成
。

陈克伦副馆长要求
,

各

课题参与单位要加强统筹协调与联合攻关
,

抓好课题各项任务的具体落实
,

抓紧实施时间节点
,

确保取得实效 ;规范课题组织

实施的过程管理
,

严格财务管理 ;重视成果的应用推广性和知识产权保护 ;从实际需求出发
,

实施动态调整与滚动发展
,

不断

完善领域研究布局
。

专家们强调
,

本项课题围绕需求和应用进行技术攻关
,

任务重
、

涉及面广
、

时间紧
,

应当加强实施计划和

课题各项任务间的相互合作
,

充分考虑深人调研
、

理性指标
,

逐步推进
、

滚动发展
。

会议对课题下一步组织实施工作进行了部

署 ;明确了任务分工与技术指标 ;审议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

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应用技术研究
”

管理暂行办法》
。

会议由上博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主任王维达主持
。

来自于课题承担单位上海博物馆和课题主要参加单位华东理

工大学与复旦大学的 13 位主要课题成员参加了会议
,

课题负责人吴来明和三单位各研究方向责任人在会上汇报了课题及其

各研究方向的工作内容与目前进展情况
。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