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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甘肃河西地区敦煌、酒泉、嘉峪关、高台、山丹博物馆馆藏三级以上及部分未定级画像砖的保 

存现状的调查分析，阐述了它们的病害类型及 目前的保存条件。甘肃河西地区馆藏画像砖的主要病害为：颜料褪(变) 

色、颜料层起甲脱落、盐害、霉变、泥渍污染、砖体断裂等，据此将其保存状况的优劣程度划分为四级。本次词查为制定河 

西地区地区馆藏画像砖的保护管理规划，及具体的保护修复方案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并为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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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IJ昌 

20世纪 70年代 以来 ，在我国甘肃 省河西地 

区东起永昌西至敦煌的河西走廊中西部，陆续发 

现了一批 以魏晋时期为主的古墓群。这些古墓群 

中有一部分墓室是壁画墓或画像砖墓，即墓室是 

由砖建造而成，墓室 内的砖上绘有 反映当时社会 

状况、思想状况的绘画，这种砖称为画像砖。画像 

砖墓的发掘不仅填补了以往对这一时期墓葬制度 

认识的空白，而且使人们对这一地区极具特色的 

墓葬壁画、画像砖的题材、分布特点、绘画风格和 

艺术特点等均有了一个比较全而的认识和了解。 

由于画像砖弥足珍贵的价值，加上古墓散布于野 

外，盗掘现象时有发生，而且野外环境也十分不利 

于画像砖的保护，因此画像砖发掘出来后，就收藏 

在附近的博物馆加以保存。这批具有珍贵价值的 

画像砖在墓 中经历了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历史时期 

以及博物馆中多年的存放，一些画像砖上产生了 

程度不同的病害，有些病害仍在发展。从嘉峪关 

博物馆收藏的馆藏号 76、97、103三块砖的变化即 

可见一斑(图版 21～26)。 

为了使这批珍贵的画像砖得以长久保存，受 

甘肃省文物局的委托，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通 

过对甘肃省敦煌、嘉峪关、酒泉、高台、山丹五个市 

(县)博物馆馆藏三级以上及部分未定级画像砖进 

行的调查，基本摸清了画像砖的病害状况和病害 

类型，为今后治理画像砖病害，制定相关研究及保 

护修复方案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 

二 画像砖保存环境调查 

2．1画像砖保存环境调查 

对五个市(县)博物馆馆藏画像砖保存环境的 

调查情况见表 1。 

2．2画像砖基本情况调查 

敦煌博物馆调查的三级以上(含少部分未定 

级画像砖)馆藏画像砖共 151块，这批画像砖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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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1年 12月~2001年 5月分六次发掘、出土 

于敦煌市佛爷庙——新店台魏晋时期的墓群，出 

土后即保存于敦煌博物馆。画像砖尺寸一般为长 

33cm，宽 16cm，厚 6cm，还有 13块彩绘斗拱和彩 

绘圆柱体砖。画像砖有彩绘砖 105块(其中彩绘 

浅浮雕砖 11块)，墨绘砖 33块，彩绘圆柱体砖 4 

块，彩绘斗拱 9块。其余 150件一般文物画像砖 

未作调查。 

表 1 画像砖保存环境调查 

保存环境监 博物馆 存放现状 

控、记录情况 

画像砖在地下室画像 

砖架上分层摆放，其余 未进行环境监控与记 敦煌 

150件一般文 物画像 录 

砖地上码放 

画像砖装在特制的画 从 2003年 8月起每 日 

嘉峪关 像砖盒中，在地下室画 通过开关换气扇调节 

室内温湿度状况并作 像砖铁柜中存放 

记录 

画像砖在博物馆 4楼 未进行环境监控与记 酒泉 

文物库房木柜中存放 录 

画像砖装在特制的画 

像砖盒中，在博物馆 4 未进行 环境监控与记 高台 

楼文物库房木柜 中存 录 

放 

画像砖摆放在文物库 未进行环境监控与记 山丹 

房地面上 录 

嘉峪关博物馆调查的馆藏三级以上画像砖共 

100块(其中有浅浮雕画像砖 3块)，另有 18块未 

定级画像砖未作调查。画像砖均为 1972年发掘 

自嘉峪关新城的魏晋墓，1991年 6月由嘉峪关关 

城文管所移交至博物馆。画像砖尺寸一般为长 

35cm、宽 17cm、厚 5cm左右，还有少量方砖，大约 

长 17cm，宽 17cm，厚 5cm。 

酒泉博物馆馆藏画像砖出土自酒泉果园西 

沟、高闸沟、上坝乡等 7个以魏晋时代为主的墓 

群，主要是上世纪 7O年代中期、9O年代中期以及 

2000~2001年三次出土的。画像砖尺寸一般为 

长34~39cm、宽17cm、厚 5cm左右。调查的三级 

以上画像砖 94块，其中汉砖 5块，唐砖 3块；彩绘 

砖雕 4块，墨绘砖 1块。另有约 200块未定级画 

像砖未作调查。 

高台博物馆馆藏画像砖出土自高台县骆驼 

城、许三湾 5座魏晋时期墓葬，1995~2002年分 3 

次出土。调查的高台博物馆馆藏三级以上画像砖 

180块(其中未定级 4O块，另有 7O余块未定级画 

像砖没有作调查)，其中墨绘砖 5块，彩绘砖雕 4 

块，其余为彩绘画像砖。画像砖尺寸一般为长 39 
~ 43cm、宽 19~21cm、厚6cm左右。 

山丹博物馆馆藏画像砖共 27块，为 1999年 

山丹第一中学发掘出土的唐代墓室画像砖，其中 

浅浮雕画像砖 4块。画像砖尺寸一般为长 33cm、 

宽21cm、厚 5cm左右。 

2．3病害分类及病害原因初探 

该地区画像砖的主要病害有颜料褪(变)色， 

画像砖颜料层起甲、脱落，画像砖开(断)裂、盐害、 

霉变、泥渍等。五个博物馆馆藏画像砖病害情况 

见表 2。 

表 2 画像砖病害类别统计 

病害画像砖数量(gO) 
博物馆 

颜料褪(变)色 颜料层起甲 颜料层脱落 盐害 开(断)裂 霉变 泥渍 

敦煌 151 3 1O7 4 8 | | 

嘉峪关 loo 1 86 } 8 15 15 

酒泉 94 8 90 20 9 15 76 

高台 18O 16 159 31 18 80 34 

山丹 27 4 27 1 3 1 27 

合计 552 32 469 56 46 111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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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发现各博物馆中画像砖颜料褪(变)色 

的病害最为普遍。具体表现是画面逐渐失去鲜艳 

的颜料，变得越来越晦暗，其原因可能是画像砖颜 

料受大气环境或光照等因素影响而自身产生了变 

化，但是由于非常细微以至于肉眼观察不到的颜 

料层脱落也会产生画像砖颜料褪(变)色病害的现 

象。这种病害其变化较缓慢。 

颜料层脱落病害有呈粉状或片状或点状的可 

观察到的脱落现象。颜料层起甲是由于胶结物质 

失去胶结力而造成颜料层开裂获呈片状起翘，起 

甲病害进一步发展就是点状或片状脱落。这两种 

病害若受到外力作用或保管不当，病害发展的趋 

势会很快。 

盐害画像砖是指结晶盐从画像砖表面析出， 

造成颜料的损坏，影响整个画像砖的质量。若大 

气环境尤其是湿度不产生频繁的变化，砖体内的 

盐分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一旦保管不当，砖体 

内的盐分在干湿交替变化的环境作用下会发生一 

定 的变化。 

调查中发现的画像砖霉变很有可能在发掘之 

前的墓室中就已经产生，但是由于各博物馆对画 

像砖的保存环境以及对保存环境监测控制方法并 

不完善，因此还不能判断存在于博物馆的画像砖 

霉变现象就已经停止。 

嘉峪关博物馆馆藏画像砖中有 10余块断裂 

画像砖采用鱼珠胶粘接，但粘接处又重新被鱼珠 

胶污染。该馆中还有 17块画像砖因曾经使用过 

清漆进行表面颜料加 固，表面明显发黄 (图版 

27)，没有达到较理想的颜料加固效果。这两种类 

型的画像砖可以定为有机物污染类病害画像砖而 

进行单独的病害治理研究。 

几种典型的画像砖病害见图版 28~31。 

按照画像砖画面颜料保存完好直至画像砖无 

颜料或颜料层非常模糊，对画像砖的保存现状进 

行 A级(完好)、B级(一般)、C级(残存)、D级(无 

颜料或颜料层非常模糊)的四级评价。评价结果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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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画像砖保存现状级别及总体评估 

博物馆 A B C D 总体评估 备注 

括号内为 敦煌 
39(22) 56(9) 47(2) 9 保存状况一般 墨绘砖 

嘉峪关 5 54 41 | 保存状况较好 

酒泉 6 21 63 4 保存状况较差 

高台 14 69 84 13 保存状况较差 

山丹 | | 21 6 保存状况较差 

三 结论与建议 

1．画像砖颜料褪(变)色和颜料层脱落是五个 

博物馆馆藏画像砖最普遍的病害，所有馆藏画像 

砖均有程度不同的颜料褪(变)色现象。颜料层不 

同程度的脱落也占到了所调查画像砖的 85 9，6。 

其次是泥渍画像砖，占调查总数的 28 。而墨绘 

砖(大部分存在于敦煌博物馆)褪(变)色现象较 

轻，颜料也少有脱落，保存较好。 

2．各博物馆馆藏画像砖病害类型分布也不尽 

相同。酒泉、高台博物馆的盐害画像砖较多，占整 

个盐害画像砖的 91 ，酒泉博物馆泥渍画像砖占 

所有泥渍画像砖一半，而山丹博物馆的所有画像 

砖均有泥渍现象。有 50 的起甲病害画像砖存 

在于高台博物馆，高台博物馆的霉变画像砖也占 

霉变画像砖总数的七成多。 、 

3．五个博物馆馆藏画像砖保存现状为：A级 

画像砖 64块，B级画像砖 200块，C级画像砖 256 

块，D级画像砖 32块。 

4．建议尽快开展修复材料和修复技术的筛选 

实验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修复方案，着手全 

面修复该地区存在病害的馆藏画像砖。 

5．建议有关部门拨专款改善该地区馆藏画像 

砖的存放条件，使其符合此类文物的馆藏标准。 

附记 ：本次画像砖调查，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的 

马喜武、徐淑青、刘瑞也参加了部分工作，在此深 

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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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21 嘉博76号画像砖 (出土时) 图版22 嘉博 76号画像砖 (2003年) 

图版 2 3 嘉博 97号画像砖 (出土时) 

图版2 5 嘉博1 03号画像砖 (出土时) 

图版 24 嘉博97号画像砖 (2003年) 

图版 2 6 嘉博 1 03号画像砖 (2003年) 

图版 27 嘉博 001 2号画像砖清漆罩面 图版 28 高博208 3号画像砖颜料层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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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山博A21 95号画像砖泥渍、断裂、颜料脱落 图版 30 高博 1 2 72—7 96号盐害画像砖 

图版 31 嘉博 0001号画像砖霉变 

图版 32 银塔北殿西壁空鼓裂缝修复前 图版 3 3 银塔北殿西壁空鼓裂缝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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