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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壁画地仗缺失部位的修复研究

摘  要：在对壁画的长期修复实践中发现，壁画的地仗层脱落

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仅保存少量壁画，剩余支撑体大面积的裸露；

壁画中间小面积支撑体的裸露，且裸露部位沿壁画边缘形成闭合曲

线；壁画粗泥层的部分脱落；壁画细泥层的部分脱落等。壁画地

仗层脱落的不同表现形式，在修复过程中采用不同的修复方法。

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古代壁画病害与图示》

（WWT0001—2007）中，用壁画地仗脱落概括了此类所有病害，

因此很有必要对不同表现形式的地仗脱落进行区分。本文根据相关

国际准则、宪章和国内的保护修复理论等的指导，从壁画的制作工

艺、材料等方面出发，分析地仗脱落的多种表现形式和针对不同的

地仗脱落表现形式的修复处理方式，尝试用壁画地仗缺失代替部分

地仗脱落病害，从而定义壁画地仗缺失这种病害类型，并介绍这种

病害的修复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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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壁画是历史上人们用于装饰壁面的画，通常用绘制、雕

塑、及其他造型或工艺手段，在天然或人工壁面上制作。壁画是最

古老的绘画形式，按画面支撑体的不同，壁画可分为石窟寺壁画、

殿堂壁画、墓葬壁画等。壁画自内向外依次由支撑体、地仗层和颜

料层组成。发生在壁画地仗层的病害会直接影响到壁画的保存，可

以说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壁画地仗层的常见病害有地仗脱

落、酥碱、裂缝等，发生这些病害是由于地仗层本身的制作材料和

工艺及其它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所讨论的壁画地仗缺失这种

病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古代壁画病害与图

示》（WWT0001—2007）中并没有相同的病害类型定义，只有壁

画的地仗脱落这种病害。而对壁画地仗脱落定义为“壁画地仗层脱

离支撑体而掉落” [1]。但是，在壁画的修复实践中，我们发现壁画

的地仗层脱落有多种形式，如相比较支撑体的面积，残存壁画以外

的大面积裸露支撑体的部位我们可以称之为地仗脱落，这种脱落部

位我们在修复时可以不做处理，仍继续裸露支撑体。但是壁画内部

出现小孔洞式的地仗脱落及地仗粗泥层或细泥层部分脱落时，我们

在修复时需要使用渗胶粘剂、填泥、做旧甚至补色等修复方法。而

这几种地仗脱落类型的修复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使用地仗脱落

代表所有的这种类型的病害，我们觉的不甚准确。本文主要从壁画

的制作工艺、材料等方面出发，尝试将壁画地仗缺失这一病害类型

与壁画地仗层脱落区别开来，给出准确的定义，并介绍这种病害的

修复理论、修复方法。

一、壁画地仗层制作材料和工艺
地仗层是壁画艺术的重要物质载体，是绘制壁画的泥壁层或灰

泥层，它是支撑体表面和颜料层包括粉层的分界面。宋代建筑家李

明仲在《营造法式》中对古代壁画地仗层的制作工艺、方法进行过

如下总结：“面壁之制，先以粗泥搭络毕，候稍干，再用泥横被竹

篦一重，以泥盖平，方用中泥细衬、泥上施细沙，侯水胀定收，压

十遍，令泥面光泽。”具体到石窟寺壁画、寺院壁画和墓葬壁画其

制作方法和材料又稍有不同。比如早期的墓室壁画直接是刷白后就

作画；有的壁画直接是薄薄的一层麻泥层，然后白灰层，最后在白

灰层上作画。当然，石窟寺、寺院壁画、墓葬壁画这三种壁画类型

的制作技术又是相互影响的[2]。

壁画地仗层是由胶结物、添加物组成的多孔渗水材料。胶结

物是形成地仗最基础的材料，它有将地仗其它成分粘合在一起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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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要有土、石灰、石膏等，当然土只有在水的存在下，才具有

粘结的效果；添加物主要分为无机物和有机纤维，无机物包括沙、

石、石灰、石膏等，有机纤维包括麦草、麻、棉花、毛发等。壁画

地仗层一般分为粗泥层和细泥层。粗泥层是为与支撑体紧密结合并

起找平作用的含粗纤维（麦草、麻筋等）或较大粒径沙粒的粘土质

结构层。细泥层是指表面含有较细纤维（黄麻、亚麻、棉、毛、纸

筋等）的平整的粘土质或灰质结构层。这种粘土质或灰质中添加纤

维质物质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地仗层与支撑体之间的连接力及泥层自

身的强度，另一方面是为了改善泥质或灰质的水理性质，防止泥层

或灰层成型后风干失水而开裂[3]。因此，壁画的粗泥层、细泥层的

脱落都包括在地仗层的脱落中。根据古代壁画的结构和使用材料发

现，壁画地仗层的脱落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病害现象，使用地仗层脱

落代表所有的此类病害不甚准确。

二、壁画地仗缺失病害的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古代壁画病害与图示》

（WWT0001—2007）中并没有壁画地仗缺失这种病害类型，只有

壁画地仗脱落这种病害，并对壁画地仗脱落有如下定义“壁画地仗

层脱离支撑体而掉落”。而在郭宏、马清林老师编写的《馆藏壁画

保护技术》一书中，馆藏壁画病害类型中没有壁画地仗脱落这一病

害，而命名为地仗层缺失，定义是“壁画地仗层脱离支撑体或过渡

层而掉落”，而且针对地仗缺失这种病害，有详细的修复工艺和修

复材料的要求[4]。从他们的定义可以看出，尽管对此类病害的命名

不同，但是定义都极为相近。在《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

尼斯宪章）》中有这样的描述“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

谐，但同时须区别于原作，以使修复不歪曲其艺术或历史见证” 
[5]。但是“缺失部分的修补⋯⋯”这一原则得到了所有文物保护行

业的认可，并一直在指导我们对壁画的修复实践工作。

“脱落”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掉落、落下”的意思；“缺

失”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缺陷；缺点和失误”的意思。从它们的

词性来看，“脱落”是动词，“缺失”是名词。从它们的词义来

看，“脱落”是一种过程，“缺失”是一种状态。因此，“地仗脱

落”表述的是一种结果，“地仗缺失”更多的表述的是一种现象、

状态。 “缺失”有“缺陷”的意思，因此“地仗缺失”相对于保

存的壁画只是一种小面积的现象。从它们的词义我们看“地仗脱

落”应该是包括“地仗缺失”的。

在壁画的修复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壁画地仗脱落有以下几种

情况：残存壁画以外的支撑体大面积裸露；壁画中间小面积支撑体

的裸露，裸露部位沿壁画边缘形成闭合曲线；壁画粗泥层部分或全

部脱落，脱落部位沿壁画边缘形成闭合曲线；壁画细泥层部分或全

部脱落，脱落部位沿壁画边缘形成闭合曲线。针对第一种情况，修

复时并不对支撑体裸露的部位做进一步处理，而对其它情况，我们

修复时需要对支撑体裸露的部位、粗、细泥层部分或全部脱落的部

位进行修复。

墓葬壁画和建筑壁画因为环境发生大的变动或结构出现危险

时，壁画通常被揭取并收藏于博物馆进行保存和展览，从而形成

“馆藏壁画”，馆藏壁画多以墓葬揭取壁画为主。馆藏壁画地仗缺

失为壁画地仗层部分脱落或地仗层小面积脱离支撑体而掉落，且脱

落或掉落部分沿残存壁画边缘形成闭合曲线。

因此，根据壁画地仗层脱落面积的大小、脱落程度及是否进行

修复等特点，我们把壁画地仗层缺失病害定义为壁画粗、细泥层部

分或全部脱落及壁画中间小面积支撑体裸露的部位，且地仗层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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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裸露支撑体的部位沿残存壁画边缘形成闭合曲线，壁画地仗层缺

失部位在修复过程一般都需要使用补强材料进行加固。

三、壁画地仗缺失部位的修复理论
1．格式塔（gestalt psychology）心理学理论在修复中的应用

格式塔心理学又叫完形心理学，是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主要学派

之一，诞生于德国。主要有5种完形组织法则：图形—背景法则、

接近法则、相似法则、闭合法则和连续法则。其基本理论认为，

整体是由各部分所决定的，各部分也是由整体决定的。图形—背景

法则认为，在一个具有一定配置的场内，有些对象突出出来形成易

于被感知的图形，而其他对象则退居次要地位成为背景[6]。由此推

出，人们欣赏一幅画时，画面里的每一个部分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视

觉元素。如果想让观者留下深刻的视觉印象，画面各视觉元素之间

必须彼此产生某种形式之关联。在壁画修复中，地仗层缺失部分有

成为“图案”的倾向，同时，画面则成了“背景”。另一方面，从

形式上来看，地仗缺失部分看起来是形式连续性的中断。因此，为

了恢复图形的最大存在可能，要把这种混乱减小到最小的程度。那

么对地仗层缺失部位的修复应限定于这样一种方式，在视觉效果上

需要把缺失部分处理成“背景”的一部分，从而突出壁画本身的图

案，防止缺失部分吸引人们的眼球，而使人们对壁画画面的吸引力

降低。

2．真实性原则

真实性是指文物古迹本身的材料、工艺、设计及其环境和它

所反映的历史、文化、社会等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对文物古迹的保

护就是保护这些信息及其来源的真实性[7]。因此对壁画地仗层缺失

部位的修复，我们首先必须注意材料的真实性，地仗层本身使用的

是什么材料我们需尽可能的使用这种材料或与原地仗材料相近的材

料。如按照原地仗层的沙土比例、添加的纤维物配制填补用泥等。

同时，注意结构、工艺的真实性，壁画的地仗层分粗泥层和细泥

层，在粗、细泥层都缺失的情况下，我们的修复行为必须也需要区

分粗、细泥层，不能混淆或忽略。

3．可辨识原则

“可辨识原则”是意大利文物修复专家布兰迪修复理论提出

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修复原则。

《威尼斯宪章》中就有对“可辨识原则”的明确要求。在《中国

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0）第21条中对“可辨识原则”的规定是

“⋯⋯，经过处理的部分要和原物或者前一次处理的部分既相协

调，又可识别。所有修复的部分都应有详细的记录档案和永久的年

代标志。”[8]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协调”、“区别于原作”是可

辨识原则的两个重要指标。在壁画地仗缺失部位的修复过程中，我

们一般都需要“做旧”或“补色”，这种做法就是对修复部位与画

面整体的再协调，防止修复部分与原作视觉效果过大，影响观者对

壁画的进一步解读。运用格式塔“图形-背景原则”就是防止修复

部位成“图形”而画面则成为“背景”。“区别于原作”是防止对

历史信息的篡改。

因此，根据以上的原则，我们引用意大利文物修复专家布兰

迪的一段话来解释壁画地仗缺失部位的保护修复原则，“一件艺术

品，呈现了两种需要：审美的需要和历史的需要。前者是它的艺术

价值，后者反映了它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产品，在某时某地的出

现。⋯⋯这两种经常是互不相容的需要的综合平衡，导出艺术品修

复的原则：它的目标必须是重建艺术品潜在的统一性，同时防止艺

术虚假和历史篡改，保留它在时间长河中的每一道踪迹”。其中对

艺术品可以理解为壁画本身。

四、壁画地仗缺失部位的修复方法
壁画地仗缺失意味着壁画画面局部的不连贯，而且地仗缺失部

位和壁画画面形成较大的反差，影响到人们对壁画整体的解读。从

结构稳定性方面来看，地仗缺失部位附近壁画特别脆弱，稍有不甚

就掉落或脱落，整块壁画如果地仗缺失部位多，还会影响到壁画的

整体稳定性。因此，壁画地仗缺失部位的修复不但涉及到壁画的画

面层（颜料层），还与壁画支撑体及壁画的地仗层本身紧密相关。

壁画地仗层缺失病害的修复应严格按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

则》规定的文物保护修复程序进行。通过全面调查、研究、评估、

制订保护修复方案、根据方案实施保护修复、修复完成后进行长期

的监测和日常的维护等程序开展保护修复工作。尤其是对修复材料

与工艺的筛选工作，首先需进行室内模拟实验，优选出可行的保护

修复材料，然后根据室内模拟实验结果，在现场进行保护修复实验

来进行保护修复效果的评估。最后根据室内实验和现场实验的评估

结果，确定合适的保护修复材料和工艺。

在具体的修复实践工作中，我们首先对壁画地仗缺失部位的

修复用土、麦草纤维、麻纤维等材料进行脱盐处理，降低盐引发壁

画发生病害的几率，其次调制的补强材料其力学性能与原地仗层相

近，具有很好透水透气性，收缩率小。最后根据原壁画的制作工艺

确定我们具体的修复工艺，如厚地仗层需分层填补，原地仗分粗泥

层、细泥层的修复部位也需分粗泥层、细泥层填补。其具体的修复

方法如下：

1．清理地仗缺失部位的杂物、灰尘等，用低浓度粘结剂渗固

地仗破损处，进行地仗破损处的加固。用去离子水湿润裸露的支撑

体。

2．填补补强材料于地仗层缺失处，少量多次进行。

3．对填补边缘处多次涂抹、紧泥。

4．填补材料表面应低于壁画颜料层1—2mm。

5．填补材料干燥后进行检查，对有裂缝的部位重新处理。

6．石窟寺壁画及殿堂壁画大多画面颜料较为丰富，画面颜料

多斑驳，只是做旧，不做补色。馆藏壁画可依据画面内容适当补

色。

壁画地仗层缺失病害是我们从壁画地仗脱落病害中分离出来的

另一种病害形式，这种病害和壁画起甲、酥碱等病害一样，也是一

种持续发展的病害。因此对这种病害进行详细的研究，包括如何界

定这种病害，修复这种病害的理论原则，修复材料、方法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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