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淑绢本修复前

羊城晚报记者： 藏家应如何妥善保存自
己的书画藏品呢？ 在保存方面通常会有哪些
误区？

黎展华：书画藏品随着年代推移，环境气
候的温湿度变化， 光照和有害气体侵蚀以及
反复展览受到粉尘污染，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人为因素和外界因素， 让书画作品自然老
化、破损、变形、折叠、发霉、虫蛀等损伤，让
书画作品褪色、变暗、变黄、变脆，直接导致
影响到书画藏品的寿命以及价值。

因为中国书画以“纸绢绫锦”为载体，最佳的
保存温度是 15℃至 25℃， 在冬天和夏天更要严
格地控制温度， 保证一天内的温差不能高于
5℃，书画保存理想的相对湿度在 50%-60%。

假如湿度太高， 会使纤维中的水分流失，
纤维就会变得干脆易断，暖和的温度还会促使
生物活跃，虫繁衍，霉菌生长迅速；假如湿度太
高，就会使书画受潮，使纤维更加绵软，从而使
书画变形其颜色和墨汁还会逐渐掉落。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在书画保存中往往有
些不注意的盲区，如：

1、 长期悬挂， 或不按水平方向倾斜悬
挂，时间一长会使书画出现变形。

2、胡乱堆放不管横放或竖放，甚至大画
压小画。

3、 开卷收卷挂轴或手卷， 不宜力度过
大，不宜太松或太紧。

4、挂放位置不宜靠近厨房及排气扇，以
及临窗晒的地方。

5、 一旦发现作品出现霉点受潮等问题，
应及时进行隔离，防止书画之间相互传染。

6、刚装裱回来的书画先不要放入箱柜及
密封处理，而要先晾一晾。

7、放画的位置要远离老鼠出没的地方。
8、 名贵的书画取放张挂最好带白手套，

以免遭手污染。

范曼莉：在艺术品的保存方面，很多藏家
都有误区。 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用樟脑熏，其
实没有必要， 只要保证屋里不要太湿， 作品
不要受潮就行了。 再比如很多人认为包个塑
料袋就可以隔绝湿气， 但是要注意捂的时间
太久了里面容易长虫子。 最好是把藏品放到
一个实木箱子里保存， 这种方式近年来在国
内逐步普及。

在日本， 存放文物的整个库房都是木头
的， 木质物品可以吸收一些水分， 降低藏品
受潮的几率。 在中国， 人们普遍用一个大铁
皮柜子放藏品， 一到夏天空气潮湿， 铁质材
料容易生锈， 对书画也有一定的腐蚀性。 包
画时可使用一些棉纸， 画作不要长时间悬挂
于室内，可几幅画作轮换更替悬挂。

当藏品有破损，千万不要自己处理。我们
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 好多人觉得只破了一
点， 拿不干胶在作品背面粘就可以解决问题
了。 可这会给以后的修复造成更大的麻烦，
因为不干胶特别难揭， 反倒会给作品带来更
大的损害。 藏家收藏的东西如果出现破损，
一定要找有文物修复资质的机构进行修补。
修复资质都有分项，有青铜器、纸质、纺织品
等等， 如果想辨别这些资质的真伪可到省文
物局网站上通过批号进行查询辨别。 目前具
有该资质的以公立机构为主， 比如国家博物
馆、首都博物馆、故宫等。

私人除国家或省级单位授予的专业资质
和这个项目的非遗传承人外，具备修复资质的
并不多，所以藏家一定要进行实际考察，看看
委托修复的人是否具备修复能力，既然修就要
一次性修好，避免出现二次、三次修复等。

羊城晚报记者：古书画修复
有何历史渊源？ 不同地域有没有
不同的流派？

范曼莉：古书画修复装裱技
艺是我国独有的工艺，目的是为
了使书画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流
传。 据现存文书，最早记载产生
于晋代以前， 距今已有 1700 多
年的历史。

北宋时，我国书画装裱技艺

传入民间，明、清五百年间，装裱
技艺成为设店裱画的专门行业，
在苏州、北京、西安等地先后出
现了许多驰名的书画装裱店铺。

民间裱工又因北方、南方传
授不同 ，手法各异 ，形成了“北
裱”和“南裱”两派。“南裱”特点
是典雅，小巧玲珑，书香味浓厚；

“北裱”又称为“京裱”，特点是色
彩瑰丽大方，裱背厚重。

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漆艺， 包含
了漆器、漆画、漆塑等多种形式，极具创
意。 近年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
兴起，传统漆艺在复兴的道路上开始谋
求产业化发展。 在中国各种漆艺材料更
丰富、工艺更成熟的今天，如何继承传
统漆艺的精华，同时超越“传承”创新发
展？ 怎样让漆艺术走进生活？ 让具有当
代艺术观念的高等美术教育“唤醒”漆
艺？ 这是当代漆艺家、漆画家和教育工作
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和承担的使命。 在中
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漆艺术的产
业化无疑是实现以上愿景的必由之路。

今年 3 月 14 日， 在广东佛山市政
府、 三水白坭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
国第一个漆艺文化村、“中国漆艺文化
村 / 漆艺实践创业基地”在三水白坭镇
举行签约仪式，正式拉开广东漆艺术产
业化的序幕。

“中国漆艺文化村” 位于历史悠久
的佛山文创古镇三巷旧古村，将实行漆
艺工坊、教育、文创、旅游等产业同步发
展的模式，努力走出一条“艺术 + 文化
+ 产业”的路径。

“中国漆艺文化村” 里的漆艺实践
创业基地， 近 4000 平方米的漆艺工坊
将成为创新、创业、创梦的地方———广
东各大美术院校的学生将在这里大胆
创新漆工艺，开发漆家具、漆屏风、漆日
用品、漆首饰 、漆雕塑 、漆皮具 、漆茶
具、漆乐器、漆装置等全新漆产品，制作
木胎、陶胎、陶瓷胎、铜胎、金胎、银胎、
皮胎、石胎、纸胎、植物胎等各种漆器，
从传承的角度开发漆艺作品、 漆器产
品，从艺术的角度创新漆画、漆装置、漆
雕塑等，让古代贵族化的漆艺漆器走进
现代人的生活，同时让漆艺实践创业基
地成为培养漆艺人才的摇篮，让“中国
漆艺文化村”成为广东美协漆艺家的实
验基地、漆艺传承者的造梦空间。

漆艺术产业化，需要以漆艺术的充
分发展、漆艺术品的集群化生产、漆艺
术完整产业链的打造为重要内容。广东
漆艺家们正在努力开发由中国漆艺和
漆画艺术融合而成的“新漆艺产业”，并
尝试用新的艺术理念去创新这个产业：
在传承中鼓励发现与超越，鼓励多样化
的艺术观念与创新可能，在实践中创造
性地设计漆家具、漆陶瓷、漆首饰、漆皮
具、漆日用品，尽最大可能丰富漆世界、
漆文化，实现漆艺术的新传承、开拓漆
艺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创造中国漆文化
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经典。

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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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嘉宾

范曼莉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手工书画装裱修复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 陕西省长安
书画院副院长

黎展华
广东省收藏家协会鉴

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文
史研究馆馆员

漆艺复兴之路
从产业化开始

作者介绍：著名漆画家 ，中国
美协漆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 广州
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 广东省美
协漆画艺委会主任 、 广州市美协
漆画艺委会主任 、 岭南漆画学会
会长 、广州美术学院客座副教授

文 / 苏星 图 / 作者提供

大漆之美 (三)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郑少玲
图 / 受访者供图

装裱和传统手工修复是中国特有的一项传统技艺，
历代书画之所以成为艺术品， 能传承有序， 流传至今，
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装裱修复技艺功不可没。 中国
书画的历史，就是装裱的历史。

明人周嘉胄认为，古画重裱，“如疾病延医，医善则
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手而毙”。

据了解，目前全国文物修复师不到 100 人。 一幅古
旧字画的破碎残缺， 就像一个人得了重病， 需要医生精
心治疗才能恢复健康。 修复古旧字画， 需要对字画年代
进行研究，材料成分进行分析，作出细致的修复方案，做

到修旧如旧，使画幅恢复原有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修复古旧残破字画技术性强，难度也较大，它决定

着残破作品能否起死回生、重放异彩。如果技艺差、做得
不好，反使旧画更加残破，毁其艺术风采及原貌，那就失
去了旧画重裱的意义。

一位古书画修复师， 不但要具备精练的装裱技艺，
还要具备绘画艺术才能，并熟悉历代名家流派的艺术特
点、用笔用墨的技巧，才能在古迹中去污、洗尘、补纸、接
笔、着色、添墨而使原作增辉。 因此，一位有经验的古书
画修复师，实际上就应是一位全能的艺术家。

羊城晚报记者：您认为一名
合格的古书画修复师需要具备
哪些条件？

范曼莉：作为一名合格的中
国传统手工书画修复大师和非
遗传承人，必须有对这份职业的
敬畏和热爱，从而产生一种全身
心投入的认真、尽责的职业精神
状态。

不管科技如何发达，传统的
书画修复技术仍无可取代。 如今
很多的手艺门类因为文明的更
迭而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古书画修复在信息化时代的今
天，却依然体现着它的价值。

羊城晚报记者： 古书画修复
师在这项传统技艺中承担着一个
怎样的角色？ 其价值如何体现？

范曼莉： 历代书画珍品，如
已糟朽破碎， 一经精心装裱，则
犹如枯木逢春，一些珍贵书画文
物因此不致湮没失传。 书画装裱
十分注重内在质量，这就要求书
画装裱师有全面的修养和深厚
的功力，这样才能使书画家的作
品更好地得以完善，从而提高艺
术魅力和观赏力。

如今在书画热、收藏热的推
动下，装裱业也快速发展，很多
画室、画店使用了装裱机，但装
裱机只能干“粗活儿”， 要求较

高、难度较大的画，还是要靠手
工装裱。 作为一门手艺，随着一
批老艺人的去世，装裱业出现了
人才断档，藏家很多时候苦于找
不到合适的手艺人，而不敢把名
画拿去装裱，因此，传承与发扬
装裱工艺迫在眉睫。

许多古代绢纸质地书画作
品由于原作装裱不佳，出现空壳
脱落， 或由于保管不善受潮发
霉，污迹满目、虫蛀鼠咬，以及绫
绢和纸的自然老化都会使书画
产生破洞、糟朽断裂等等，这些
损坏均可用裱画技术进行修补、
修复，实现长期保存。

古旧字画是一种不可再生
的艺术品， 如果修复的不好，就
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对旧字画造
成更加严重的损毁，危及古字画
的寿命，也削弱了古字画应有的
艺术价值。 好的装裱，不仅能给
作品带来保护作用，而且还能增
加视觉上的美感效果。

传统的手工装裱字画具有
较长的保存时间， 利于揭裱、修
复作品，如若作品出现了败笔还
可以进行补救，能使得画面色彩
更加润泽、亮丽、协调。传统字画
装裱与古书画的修复技艺，是大
国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更是中
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写照。

壹传承精神

贰地域流派

羊城晚报记者：古画修复的
基本过程有哪些？

范曼莉：一、揭旧。 揭前在画
心正面用排笔蘸清水或温水刷
湿，并覆盖新纸一张，反置案上
待揭。 古旧字画多有断裂，如在
揭心之前，不附加垫纸，揭托之
后，不易起案。 画心局部颜色不
稳定的，应稍施淡胶矾水，干后，
再行闷水。 有些残破糟朽的画
心，当日揭不完时，应在已揭过
的部位， 均匀地放置些湿纸团，
然后覆盖一层塑料薄膜，以防画
心干裂错位。 揭画心上的旧纸，
一般应根据字画的薄厚、 残状、
颜色以及质地的具体情况制定
揭旧方案。

二、全色。 字画经揭托，待干
后， 务使补纸补绢的矾性适度。
否则，矾轻则透色，矾重则滞笔。
全色时， 应将颜色调兑得浅些，
复次全就， 使颜色渗进纸纹纤
维， 取得画面色调统一的效果。
画心有缺笔的，补全时，需先审
视画心气韵及用笔特点，然后轻
勾轮廓，调兑颜色，进而全之，力
求使补全的一笔一点、一墨一皴
均与原画浑然一体。 对于一些具
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经卷、书
籍、契证等文物，经过洗污补托，
如有残缺，不必求其复原，只把

残缺处的色调全补得与通幅基
本一致即可。

三、去污。 画心因烟熏尘染，
质地变黄变黑， 如画面颜色稳
固， 可将画心放入清水内浸泡，
隔时换水，即可明净。污迹较重，
可用热水浸泡， 或缓缓浇淋开
水。 画面颜色受潮返铅的，可用
双氧水涂抹消除。 画心生霉，有
黑有红，黑霉易涂，红霉可用高
锰酸钾溶液涂在霉处，稍时再涂
双氧水和淡草酸水， 如霉不严
重，一次即可除掉。 用药物去污
后，务必用清水冲淋画心，免蚀
纸绢。

四、托补。 已揭好的画心，如
完整，可调兑稀糊，托一层比命
纸命绢稍浅的旧色纸。 如有残
缺，可用手将画心残处边际揉出
薄口，选好补纸，端正纹理补上，
并在补口边际搓出薄边， 使接
缝处厚度适宜。 补缀残缺的绢
本字画，一种方法是揭毕待干，
用刀将残处刮成薄口， 上糊补
绢，浆口干后再修刮补绢边际，
使补口相合。 另一种方法是托
上一层与原命绢质地、丝纹相近
的薄绢。 正面如有残缺，可用素
纸补在托绢的背面，使画心薄厚
统一，干后再用刀修磨画面残缺
处的边际。

叁修复过程

陆保存有方

指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所制
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

漆是漆树的血液 ，从漆树树干表层
里采集而来。 它像人的血液 ，树皮破了
流出血液修复树身，所以漆充满了生命
力。 用它作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
蚀等特殊功能 ， 又可以配制出不同色
漆，光彩照人。

在中国 ，从新石器时代起就认识了
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历经商周直至明
清 ，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 ，达到相
当高的水平。

小知识

何为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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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

羊城晚报记者：作为一名古画修复非
遗传承人 ， 您觉得修复的核心技术难点
在哪里？

范曼莉：修复古旧书画难就难在每一
幅作品的破损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修复的
方法也要因画而异，不能一概而论，要充分
制定修复方案， 针对各种疑难杂症采取相
应的工艺方法。我们的修复理念是“修旧如
旧”，可是旧到什么程度、什么叫“修旧如
旧”，其实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国内外的修复理念也是不一样的，西
方认为应该在原来的破损程度上修复，缺少
的画意颜色就不进行补笔了，只是打一个底
色。可是以我在故宫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师承
要求来说，我们所谓的“修旧如旧”是指原来
的画要是破了、 有缺损需要给这张画接笔，
但是要让这张画保存原来的旧气，破损的地
方要修好且让人看不出来才对。

所以“修旧如旧”这个理念到目前为

止也有争议，因为要求不一样，比如现在
社会上藏家一般要求修得和原来一样，因
为涉及转手， 需要让人看不出修过的痕
迹。 这种要求是出于商业性的考虑，可是
对于我们修复文物的人来说这很难做到。

去年我接手了一幅明代晚期画家陈
裸山水图， 画心长 1.47 米宽 0.48 米，材
质为绢本，伤况程度严重，至今 640 多年
的绢本画面因多种原因保护不当使画面
破损严重， 画面大面积出现经纬度丝织
断裂，画面污垢、虫蛀、破洞多处等问题。
用手轻轻一碰，画面就成粉状，根本看不
清原有的画面，以往的修复中，没见到破
损成这个程度的。

回忆当时修复的全过程，太磨人。 修复
过程用了三个月。 历时多月的精工图成，从
轻拾最细微的碎片积步而起， 求索每一个
遗落在沿途的记忆……每一位修复师修复
古书画，在孤独之外，还有传承的艰难。

肆技术难点

伍修复意义
羊城晚报记者： 大部分拿来修复的作

品都是哪里出了问题？ 不同问题的古画修
复方法有哪些不同 ？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 ，
能修复的古画占了总量的多少？

范曼莉： 送过来修复的书画作品大多
数是因为保存不得当才出现了问题：有的
因梅雨季节受潮发霉， 有的有水渍污渍，
有的是在屋里挂的时间长了被烟熏了等
等。 归类来说，近现代作品基本以人为损
害的硬伤为主，有年代的作品则损害的种
类更多样，损害程度更深。

对于我们来说，修复这些作品碰到的损
害不一样，所以用的方法也不同。 比如字画
材质分为纸本和绢本，材质不同修复的方式
也就不同，在清洗、揭裱、修复的时候要尤为
注意区分，在修补过程中纸本要注意纸张帘
纹的走向，绢本则需注意线的经纬，补料要
保持与原作品的一致性才可运用。

我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 师从故宫
博物院古书画修复专家及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徐建华先生，在徐建华先生的亲手指
导下，先后修复了明代文徴明《观泉图》绢
本、清代胡梅《晚山行》画卷等名贵文物书
画作品。

独立修复并完成的有清代左宗棠、林则
徐书法作品、溥儒《春生已无青》绢本画作。

师从十多年后， 我回到陕西创建了专
门从事古字画修复装裱的“汉墨堂”工作

室，在工艺上继承明清以来南北两大流派
古今书画装裱修复技术，迄今为止修复顽
疾杂症古今书画近两百余幅，其间还多次
完成省、市重点书画文物修复保护任务。

主要修复作品包括北宋崔白的《双喜
图》绢本、明代文徵明的《竹兰图》绢本两
幅、清代任伯年的《仕女图》绢本、清代画
家黄慎六尺纸本两幅 （其中包括 《苏武牧
羊 》），以及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徐悲
鸿等近代著名书画大师多幅作品。

羊城晚报记者：近期的修复作品中，有
没有让您印象尤为深刻的？

范曼莉： 最近我修复了一幅家谱世袭
图表 (世袭图又分欧式 、苏式 、宝塔式 、牒
式 )，这幅是宝塔式家族世袭图，是从清后
期传到当代，柳姓家谱图有 150 多年了。

这幅家谱图尺幅很大，由于时间久远，
加之保存不当，图面竹节伤，霉变加酸腐蚀
严重，多处残缺破损，已无法悬挂在家族庙
堂供祭拜瞻仰。 家族后生族人群体很是焦
虑，希望能揭裱修复好家族谱图表。

接手这幅家谱图表后， 通过对画幅分
析， 我制定出了较详细的揭裱修复方案，
经过对画心纸张纤维和画心颜料材料成
分鉴定，采取了去霉、除污渍的传统工艺
和创新方法，通过耐心揭裱，细致托画心，
精细全色等几十道工序使这幅腐烂霉变
的古家谱恢复了原貌。

古画修复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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