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６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４年５月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６，Ｎｏ．２
Ｍａｙ，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 ２ １９
作者简介：刘舜强（１９７６—），男，２０１２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物馆学专业，博士，副研究馆员，Ｅ ｍａｉｌ：ｓｈｕ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 １５３８（２０１４）０２ ００５２ ０５

几件明清时期书画装裱用纸的检测和

相关问题分析
刘舜强，张旭光，王　璐
（故宫博物院，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

摘要：纸张的好坏及使用位置和使用方法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书画装裱和修复的好坏，是影响书画装裱修复的

重要因素。为此通过对明清时期几件书画装裱用纸进行了检测分析，发现明清时期书画装裱用纸中以竹纸和有竹

子为原料的纸张居多，不同纸张分别应用在不同环节上，同时，宣纸也作为书画装裱用纸使用。这和当时文献中记

载的情况大致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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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传统意义上的装裱是对古代书画作品进行加

固、装饰以及修复的重要手段，它是通过在书画作品

的背后粘贴加固性纸张对书画本体进行支撑（或修

补）并在作品四周装饰纸制或纺织品类装饰材料及

其它装饰物使书画作品可供更好的欣赏和保存的一

项技术。历代书画作品能够流传至今，其中的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进行过装裱和修复，它不但成就了

中国书画特有的品式，还延续了书画作品的寿命，直

至今日，它还是书画文物保护装饰的重要途径。

在书画装裱中，最常用到的材料就是各种手工

纸。不同的纸张在书画装裱及修复中会应用在托心

（在作品背后粘贴支撑性纸张）、托料（为书画作品

的绫、绢等装饰材料粘贴支撑性纸张）、覆褙（用托

和好的纸张加固用装裱材料装饰过的整件作品）、

隐补（用纸张在托纸上修补画面上破损的地方）、贴

折条（用裁好的纸条对画心有折断的地方进行加

固）等重要的工序中。另外，各种不同的纸张经过

加工后还直接作为某些装饰材料进行使用。纸张的

好坏及使用位置和使用方法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

书画装裱和修复的好坏，是影响书画装裱修复的重

要因素。目前，在中国的书画装裱与书画修复领域，

主要的装裱用纸是各类宣纸（以檀皮和稻草为原料

的传统中国纸），然而在古代文献的记载当中，书画

装裱用纸与现代用纸在种类、材质上存在着差异。

这些差异如何产生？孰是孰非？都有待深入研究。

１　历史文献中所见书画装裱用纸的记载

通过历代文献的梳理，我们找到了有关书画装

裱用纸的以下记载：

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有《论装褙錠
轴》中对书画装裱用纸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勿以熟

纸背（通“褙”———笔者注，下同），必皱起。宜用白

滑漫薄大幅生纸，纸缝先避人面及要节处。若缝缝

相当，则强急卷舒有损，要令参差其缝，则气力均平。

太硬则强急，太薄则失力。”

按：张彦远（８１５—９０７年），字爱宾。唐朝蒲州
猗氏（今山西省临猗县）人，中国唐代画家、绘画理

论家。著有《法书要录》十卷和我国第一部系统的

完整的关于绘画艺术的通史《历代名画记》十卷。

《历代名画记》中的《论装褙錠轴》则是中国第一篇

系统论述书画装裱的文献。在这里，他提出了裱褙

书画不宜用熟纸（经过捶打、施胶、上矾等方法加工

过的纸张）而应当使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纸（未经加

工处理的手工纸）”。但在这里尚未记述唐代裱褙

用纸的种类。

２）宋代米芾《书史》中载：古澄心有一品薄者，
最宜背书；台藤背书滑无毛，天下第一，馀莫及。又

有“唐人背右军帖，皆捶熟软纸如绵，乃不损古纸。

又入水荡涤而晒，古纸加有性不縻，盖纸是水化之

物，如重抄一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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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米芾（１０５１—１１０７），中国北宋书法家，画
家，书画理论家。祖籍太原，迁居襄阳。书画自成一

家。《书史》是米芾所著的介绍其平生耳闻目睹的

大量真迹法帖的笔记，内容还涉及装裱及纸张方面

的内容。此处所提的“澄心”是指南唐的“澄心堂”

纸，是一种优质的做工精良的楮纸。台州藤纸则指

的是浙江台州一代出产的以藤科植物为原料抄造的

纸张。

３）明　周嘉胄《装潢志》中记载：“覆背纸必纯
用绵料，厚薄随宜，亦须上壁，与画心同挺过；洒水润

透，用糊相合，全在用力多刷，令表里如抄成一片者，

乃见超乘之技。或用上号竹料连四，以好绵料纸托

为覆背用亦妙。竹料砑易光，舒卷之间，与画有益，

切忌用连七及扛连”。又在谈及册页的装裱时提到

“但里纸层层用连四，胜外用绫绢十倍”。论及手卷

装裱时谈到：“覆纸选上等连四，料洁而厚着，捶过

则更坚紧质重”。在论及装裱用纸时谈到“纸选泾

县连四，或供单，或竹料连四，覆背随宜充用。余装

轴及卷册碑帖，皆纯用连四，绝不夹一连七，连七性

强不和适。用连四，如美人衣罗绮；用连七，如村姑

著布粆”。在文章的最后，他有进一步强调“托画须

用绵纸自备去，庸工必以扛连纸托，或连七纸。用扛

连如药用砒霜，永世不能再揭，画命绝矣（糊中用白

芨者其害同也，切须慎之。连七如用轻粉，虽均有

毒，尚可解救。扛连虽与绵纸等价，庸工必不肯易，

此可痛恨者一也。”

按：周嘉胄（１５８２年—１６５８年），字江左，明朝
收藏家，约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人，擅长装裱等工艺，

著有《装潢志》、《香乘》等书。在此周嘉胄在这部历

史上第一本装裱专著中对装裱用纸做了详细的论

述。

《装潢志》中提到了书画装裱用纸有泾县连四

纸、供单、竹料连四、绵料、连七纸、扛连纸等，同时对

几种纸进行了评价，认为连四纸和绵料纸是装裱中

较为理想的用纸。

元代人“费著”（另说：“袁诗友”）谈连四纸时

加注曰：“售者连四一名曰船笺”，而纸名（连四纸）

来自抄造方法，过去造纸多是一帘一纸，如果将棉布

条缝在一长的捞纸竹帘中间，使帘面一分为二，则捞

纸时，一帘便可同时形成两张纸。因为棉布条阻止

滤水，在这上面的纸浆不能形成湿纸面，所以将一帘

抄两纸取名连二纸。同理，加两个布条，则一帘三

纸；加三个布条，一帘四纸。用这种方法捞纸，在单

位时间内无形中成倍地提高了工效……后来的连四

纸（或连史纸），有时只存其名，实际上仍是一帘一

纸，只不过幅面较大。最初的连二、连三、连四纸幅

面较小［１］。现在通常说的连四纸，则指的是江西铅

山地区以嫩竹为原料制作的纸张［２］。

连七纸是明代的一种大幅公文用纸。明代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载“永乐于江西造连七

纸”，明代屠隆 《考?馀事·纸笺·国朝纸》：“

永乐中，江西西山置官局造纸，最厚大而好者曰

连七、曰观音纸。”而明代的文震亨在《长物志》

中却说，“国朝连七观音、奏本、榜纸俱不佳”。说

明连七纸是一种较厚大的纸张，产自江西。因为

江西有以竹子造纸的传统，所以他可能也是一种

以竹子做为原料的纸张。

扛连纸是产自福建的一种竹纸———将乐纸。福

建三明将乐纸本名青丝扣、扛连纸。制作精细，光润

幼洁，响张少疵，坚实洁白，以经久不碎不蛀见长，有

“纸寿百年、冰清玉洁”之誉，为书写、印刷、簿籍、裱

褙之上品。宋元麻沙版图书用此纸长达 ２００年。
《将乐县志》载：“将乐纸，清初即已运销江右、湖广

等地。”（即今江西、江苏、湖南、广西）乾隆末年，输

送官府的纸叫“官纸”或“京纸”，质量要求严格［３］。

绵纸（亦作“棉纸”）。一种用桑树的韧皮纤维制成

的纸。色白柔韧，纤维细长如绵，故称［４］。明代胡

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凡印书，永

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

４）清代周二学《赏延素心录》载：画背纸用元
幅，精匀漫薄，泾县连四捶熟，两纸合一，糊就风干。

视画之长短阔狭裁割，勿以零剩补凑。交接细止一

线，稍阔便横梗画面。托画亦用前纸，更拣密腻者，

不但质韧护画，它日复錠，且易揭起，可供书画家挥

染。

按：周二学，学幼闻，号药坡，别号晚崧居士，浙

江钱塘（今杭州）人（一作仁和），约康熙十五年至十

八年（１６７６～１６７９）间生，乾隆六年至九年（１７４１～
１７４４）间卒，年约六十多。精赏鉴，亦知装潢。著有
《赏延素心录》、《一角编》、《一粒粟赏》等。

《赏延素心录》是清代的一部书画装裱专著，书

中提到了在《装潢志》中一度出现过的泾县连四，根

据泾县人的说法，泾县连四就是四尺单宣［５］。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在历史上，书画装裱用纸

种类、材质较多有楮纸、竹纸、藤纸、宣纸等等，其中

使用较多的是竹纸，进入清代后，宣纸开始逐渐开始

代替了竹纸的位置，在书画装裱中获得了较高的评

价。那么，历史上实际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书画

装裱用纸的成分和配比又是什么呢？希望通过对目

前能够收集到的年代确切的几件明清时期书画装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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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纸进行检测，以此对历史上书画装裱用纸的情况

窥豹一斑。

２　古代书画装裱用纸成分及纤维检测

２．１　样品的来源、选择依据及断代
此次检测的样品来自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修复工

作室在修复工作中揭取的褙纸（以 Ｂ编号）和托纸
（以Ｔ为编号）。其中，原装原裱的作品（如刘统勋
书法、查声山对联、钱勇隶书轴等）纸样年代定在与

作品创作同期，经修复的作品纸样年代根据修复情

况、装裱样式及其他装裱材料等进行综合判断。样

品编号见表１。
２．２　检测方法和数据测定

由于此次测定的纸样都是从装裱过的书画上揭

取下的纸张，所以在纸张强度、定量上都不能准确反

映其的原始情况，要获取纸张中的信息，对纸张进行

纤维配比和纤维鉴别等测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

们委托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计量中心对１７件样品
进行纤维配比及纤维长度测试。测试依据 ＧＢ／
Ｔ４６８８ ２００２《纸、纸板和纸浆纤维组成的分析》及
《纸浆 纤维长度的测定（非偏振光法）》国标报批稿

进行。检验结果见表１。

表１　书画装裱用纸纤维配比与纤维长度数据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ｆｉｂｅ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ｕｓｅｄｉｎ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ｙ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ｓ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作品年代 装裱年代 纸张编号

纤维配比／％ 纤维长度／ｍｍ

韧皮 竹 稻草 数量平均
长度 重量

平均

长度 质量

平均

０１ 书法立轴 刘统勋 乾隆时期 乾隆时期 Ｔ００１ — ４８ ５２ ０．８３ ０．８６ ０．８８

Ｂ００１ ３３ １７ ５０ ０．７８ ０．８１ ０．８２

０２ 绘画卷轴 王问 明中期 明末清初 Ｔ００２ ３１ ２１ ４８ ０．８４ ０．８７ ０．８８

Ｂ００２ — １００ — ０．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０３ 绘画立轴 张洽 乾隆时期 乾隆时期 Ｔ００３ ４１ １４ ４５ ０．７６ ０．７８ ０．７７

Ｂ００３ａ — １００ — ０．７７ ０．７９ ０．８０

Ｂ００３ｂ — １００ —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５

０４ 绘画立轴 费而奇 清初 清初 Ｂ００４ — １００ — ０．８０ ０．８２ ０．８２

０５ 绘画立轴 郑燮 清中期 民国时期 Ｂ００５ — １００ — ０．８５ ０．８４ ０．８１

０６ 山水轴 夏圭（款） 明代 清代 Ｔ００６ —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Ｂ００６ — １００ — ０．８２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７ 书法对联 查声山 康熙时期 康熙时期 Ｂ００７ ２８ ２２ ５０ ０．７４ ０．７６ ０．７６

０８ 隶书挂轴 钱泳 乾隆时期 乾隆时期 Ｔ００８ — １００ — ０．８４ ０．８５ ０．８４

Ｂ００８ — １００ —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０９

０９ 山水轴 王鉴（款） 清中晚期 清中晚期 Ｔ００９ １００ — — ３．３４ ５．２０ ６．４５

Ｂ００９ — １００ — １．１５ １．１８ １．２０

１０ 山水轴 无款 清末 民国 清末 民国 Ｂ０１０ ６５ — ３５ １．１９ １．１７ １．１８

３　检测的结果分析及当代书画装裱用纸的讨
论

３．１　检测结果的分析
从检测结果看，在检测的１７件书画装裱用纸中，

Ｂ００２、Ｂ００３ａ、Ｂ００３ｂ、Ｂ００４、Ｂ００５、Ｔ００６、Ｂ００６、Ｔ００８、
Ｂ００８、Ｂ００９共１０件是纯竹纸，占了所测纸张样品数
的近５９％，而这些竹纸又或作为褙纸或作为托纸或
即做褙纸也做托纸，分布在明末清初装裱的王问绘画

手卷等７幅作品当中，说明这十件作品中有７成的作
品在装裱中使用了竹纸。由此可见，明清时期裱褙用

纸中竹纸的地位相当重要。在１７件样品中有６件样
品使用的是混合浆。除１０号样品外其他５件的组分
都是韧皮（经测试者初步判断为楮皮）、稻草和竹纤维

混合而成，１０号样品由韧皮（经测试者判断为檀皮）
和稻草组成，成分和现在的净皮宣纸相近。９号作品
的托纸（Ｔ００９）为纯桑皮纸，没有添加其他成分。通过
肉眼判断，应当是乾隆高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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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讨论
通过此次检测，虽然不能判定当时装裱用纸是否

是就是连四纸或是其他纸张，但可以明确明清时期的

书画装裱用纸以竹纸或含有竹子成分的纸张为主（除

９号文物的托心纸和１０号文物的背纸外，其余各件文
物的装裱用纸或为竹纸或含有竹料）。这和文献中记

载的内容大致相符，以竹子为原料的纸张有绵软光滑

的特点，正如周嘉胄所说“竹料砑易光，舒卷之间，与

画有益”，这可能是当时人们选择竹料纸作为装裱用

纸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不同纸样纤维配比和纤维

长度（图１）综合判断，不同书画作品的托心和覆褙的
纸张质地和规格存在差异，如１号作品乾隆时期原装

原裱的刘统勋《书法立轴》，它的托心纸中没有韧皮成

分，竹子和稻草基本上各占一半，而褙纸中稻草占了

一半、韧皮占１／３，其余的是竹纤维。明末清初装裱
的王问绘画手卷中褙纸是竹纸，而托纸中，韧皮占了

３１％、２１％、４８％，乾隆时期张洽的《绘画立轴》以及清
晚期装裱王鉴（款）《山水轴》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

使都是以竹纸为装裱用纸，在６号作品清代装裱夏圭
（款）山水轴、８号作品乾隆时期钱泳《隶属轴》的褙纸
和托纸的纤维长度存在差别，说明褙纸和托纸是不同

规格纸张的可能性大。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在书画装

裱时，纸张的使用在很多时候是有选择性的。清代以

来，宣纸登上了书画装裱的历史舞台。

图１　书画装裱用纸纤维长度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ｆｉｂｅｒ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ｕｓｅｄｉｎ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ｙ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ｓ

４　结　论

本次实验，已经初步证实明清时期竹纸或含

有竹子成分的纸在书画装裱用纸中占有重要的

位置，这与竹纸易砑光的特点有关。人们会在装

裱中，在不同的工序中使用不同类别的纸张。明

清时期宣纸也被作为装裱用纸应用在了书画装

裱工作中。由于样品来源及其有限，本次实验，

纸张样品少，所以取得的数据还不能很好的反应

明清书画装裱用纸的全貌，由于纸样都是从书画

作品上揭下的旧纸，所以纸张的特征会发生变

化。今后还需要进一步选择多种纸样进行测试，

以便得出规律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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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历史和考古染料第３３届年会会议通知

　　历史和考古染料第３３届年会（Ｄｙｅ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３３，简称ＤＨＡ３３）将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
至１１月１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会议由格拉斯哥大学纺织品保护和技术艺术史中心主办，并将包含一系
列相关活动。历史和考古染料年会致力于文化遗产相关的天然染料、合成染料和有机颜料的历史、制作生

产、应用、鉴定和保存方面的最新研究和跨学科交流，是世界各地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机构的历史、考古、科

技史、文物保护，以及人文、艺术和民俗等领域的学者和从业人员相互交流的平台。

本次会议侧重于考古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染料的理解和阐释相关的跨学科和应用型研究。大会报告分

为口头发言和海报两种形式，将由专家评阅组从提交的书面摘要中选出。摘要提交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４年５月
３０日。有关摘要格式的详细说明请参考会议网站中的摘要模板。

会议注册及更多信息请登陆会议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ｌａｓｇｏｗ．ａｃ．ｕｋ／ｄｙｅ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会务组联系方式：ａｒｔｓ－ｄｈａ３３＠ｇｌａｓｇｏｗ．ａｃ．ｕｋ

历史和考古染料第３３届年会组委会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纺织品保护和技术艺术史中心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编辑部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