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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历史文化传承五千多年，每个年代都有着其独特

的魅力，每一件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物都是国家的珍宝。其

中，纸质文物记载了古代的重要信息，展现了国家的历史

文化艺术。因此，对受损的纸质文物进行修复与保护成为

考古专家们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　文物修复的重要性

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文物作为记录历史的重要载

体，传承着民族文化与传统艺术，是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

和无法再生的资源。人类的生活不断更迭新生，唯有文物

见证了国家的历史变迁，也只有文物能够让人不断地探索

远古时代发生的事情，为历史提供实质性的证据。由于文

物的放置时间过久或者放置方式有误等原因，极易发生损

坏的状况。一般文物出土之后需要及时开展文物保护修复

工作，尽可能还原文物的原貌，让文物真正绽放出历史的

魅力，让人们能够从文物中获取信息，了解文化。纸质文

物是相对特殊的存在，其相比其他文物，更加真实地记录

了古代的历史文化与事件，是古代历史的写照，对还原历

史有着重要的价值。目前大多数纸质文物被保存在国家档

案馆、图书馆及博物馆中。纸质文物容易受到空气和温、

湿度等因素的影响，为保证其还原原貌，不断传承，科学

修复纸质文物显得尤为重要。

2　纸质文物受到损害的原因

2.1　纸质文物发生损坏的内在原因

纸张由天然的有机物制造而来，包含纤维素等物质，

材质成分并不适宜长期储存。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机物质容

易发生氧化作用，导致纸质文物出现色彩度降低、发黄、

纸张强度下降等状况，使纸质上的信息辨认不清甚至纸质

发生腐蚀。同时，在纸张上进行书写的材料也会对纸质文

物的储存产生影响，古代多采用墨、墨水等材料进行书

写，材料源于天然物质，制作工艺精湛，对纸张影响相对

较少。而现代墨水采用了酸性溶液作为稳定试剂，提高纸

张的酸化强度，容易使纸张发生病变。

2.2　纸质文物发生损坏的外在原因

2.2.1　存在时间过长

导致纸质文物损坏的原因之一就是留存时间过长。纸

质主要构成材质是纤维素，并不利于长期放置，长期放置

后纤维素极有可能发生氧化反应，导致纸质文物泛黄，在

碰触时容易发生断裂。因此，要小心对待刚出土时的纸质

文物，避免发生二次损坏。

2.2.2　空气污染物

无论怎样保存，纸质文物也不能完全与空气隔离。空

气中的气体会与水分子发生反应形成酸性物质，而纸质文

物最容易受到酸性物质的侵蚀，使材质加速损耗。而如今

的空气质量下降，污染状况日益严重，空气中的有害气体

逐渐增多，更会对纸质文物造成不良的破坏。同时，物质

本身存在缓慢的氧化反应，纸质文物经过长时间的氧化作

用，加上空气中的元素影响，受到的破坏更加明显，导致

其文字颜色变浅，对纸质文物有一定的不良影响。空气污

染物给纸质文物带来的破坏是不可逆的，也难以预防。

2.2.3　温度与湿度

温、湿度的变化影响纸质文物的储存，容易造成文物

损伤。一天24小时内温、湿度都在发生改变，纸质文物经

过长时间的存放后，温、湿度变化容易使纸质文物受到不

良的影响。如温度过低，纸质文物容易出现潮湿情况，纸

张发生霉变。而温度过高，纸张本身的韧性会受到影响，

严重弱化纸张的强度，更加容易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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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湿度给纸质文物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湿

度的变化容易使纸张上的文字变浅，进而消失，也有可能

产生严重的腐烂后果。如果湿度过高，就会为微生物提供

繁殖环境，造成微生物的大量产生，对文物的损坏不言而

喻。

2.2.4　微生物与昆虫

温度和湿度过高会产生大量微生物及昆虫。昆虫对纸

质文物的破坏是巨大的，由于制作纸质文物的原始材料是

纤维物质，是适合昆虫生长的环境，在普通的存储环境下

也有可能发生纸质文物被蛀蚀的情况。如果存储环境状况

恶劣，那昆虫对纸质文物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而微生

物对环境要求极低，本身能够在任何情况下生存。因此当

空气中的霉菌在纸质文物上繁殖时，会腐蚀它，也有可能

在它上面留下有颜色的斑点，增加文字的识别难度。

通常，纸质文物出土前一般存储在较阴暗潮湿的地

方，容易滋生微生物与昆虫，其危害很大，尤其霉菌对纸

质文物产生的影响难以消除。因此，纸质文物出土后应在

进行过无菌驱虫的环境下保存，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2.2.5　光照影响

纸质文物如果长时间处于光照下容易变脆，不利于

保存。阳光下紫外线的照射会促使纸质文物发生氧化反

应，破坏其本身的耐久性，同时也容易使文字褪色，无法

辨认，破坏纸质文物的记载，造成极大损失。光照对纸质

文物的影响是长期的，即使中途停止光照，纸质文物也不

会马上停止受损。因此如果要对纸质文物进行修复，需要

避免长时间的光照。对于已经在博物馆进行展览的纸质文

物，也需要尽量避免光照发生。

2.2.6　人为因素

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在文物发掘过程中会出现许多

文物损坏的情况。如发掘的方式不当造成文物出现损坏或

在文物修复过程中，进行研究工作时动作不够细致导致纸

质文物发生破损。由于纸质文物比较脆弱，造成的损害基

本上是不可逆转的，给文物研究带来重大损失。

3　传统的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

传统的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基本上由人工操作，对

文物进行装裱、揭裱、机械修复、环境控制等。由于人工

的不可预测性，修复花费的时间、人力以及完成的质量都

不能确定。

3.1　装裱修复技术

这项技术使用较为广泛，对文物进行装裱可以实现纸

质文物的简单保护与修复，实现纸质文物的原貌复原，是

传统文物修复体系中相对常用的方式。

3.2　揭裱修复技术

装裱是从纸质文物的外面进行套封，而揭裱则是将书

画从原来的旧裱上揭下来，然后重新进行装裱操作，对纸

质文物进行保护并完成修复。揭裱技术相对复杂，对人工

操作要求高，一旦在揭裱过程中发生失误，对纸质文物的

破坏是难以计量的。

3.3　机械修复技术

在进行纸质文物修复时可以准备纸以及糨糊，根据纸

质材料运用相应物质进行纤维填充及修复。在操作之前需

要保证对完整修复流程有深刻的认知，完全按照操作流程

进行修复，避免发生损害。

3.4　防虫防潮措施

在图书馆、博物馆中常使用这样的方式，避免纸质文

物发生二次污染。同时，在图书馆中图书的摆放位置经常

会发生变化，以防止出现氧化、微生物滋生等情况，及时

进行清理。

4　现代的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

运用现代的技术手段对纸质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包

括两种修复方式：一种叫作原生性保护，是以纸张本身为

主体进行保护；一种叫作再生性保护，是以对文字内容的

留存为重点，传承文字信息。

4.1　原生性保护技术

4.1.1　低温杀虫技术

昆虫蛀蚀对纸质文物有着极强的损坏，在进行文物修

复之前需要去除纸质中各种衍生的虫体。传统的杀虫技术

破坏性较强，容易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现代技术中常

运用低温杀虫技术来进行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将纸质文

物存储空间的温度设定为零下20度左右，经过数天的低温

冷冻能够有效杀灭虫体，对纸质文物不会有任何损伤，也

不影响修复人员的健康，较好地实现文物修复。

4.1.2　微波杀虫技术

微波杀虫技术是对纸质文物的湿度进行控制，通过降

低湿度对纸质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在纸质文物入库存储之

前，将其置于微波炉中进行杀菌消毒，充分烘干，能够有

效提升文物修复效果，耗时较短，一般一分钟左右就可以

完成。但是在进行古籍的微波修复时要关注是否对纸张色

素有影响，避免微波使纸张色彩发生变化。微波杀虫原理

是利用微波炉加热产生电磁场，昆虫即是电介质，在微波

加热的过程中被迅速加热，虫体结构因加热而产生动荡，

对其造成破坏，起到杀虫作用，达到修复目的。微波杀虫

效率较高，耗费成本低，基本没有残存污染，纸质文物能

够得到妥善修复，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文物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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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脱酸技术

纸质文物受酸性物质影响严重，随着纸张保存时间

的变长，纸张中存在的酸性物质浓度逐渐增加，容易增大

腐蚀风险。因此在进行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时要对其进行

脱酸处理，利用脱酸试剂使纸质纤维酸性减弱，或者使用

浓度较低的碱性溶液进行酸碱中和，不破坏纸质纤维，能

够更好地保护纸质文物。但是在进行试剂配制时要注意比

例计算，避免影响到纸张表面的字迹，防止纸张表面被污

染。

4.1.4　纳米技术

在科技不断更新发展下，纳米技术的进步使纸质文

物修复技术有了新的突破。利用纳米技术进行纸质文物修

复主要是应用纳米新材料，在纸张中加入纳米材料并注意

对纸张本身颜色是否有影响，在不影响色彩的状况下能够

防止纸张老化程度加深，提高纸质文物抗老化能力，增加

纸张强度与抗热性能，起到保护修复纸质文物的作用。在

现代纸质文物修复技术中，纳米技术是一种常用的应用方

式，能够对新时期纸质文物保护修复起到积极的作用。

4.1.5　纸张加固技术

对纸质文物进行纸张加固也是一种常见的保护修复方

式，能够对纸张起到加固保护的作用。利用加固胶液操作

简单，不影响纸质文物本身的色彩及纸张质量，能够延长

纸质文物的存储时间。还有一种是利用伽马射线对纸张进

行加固处理，其原理是使纸张上的各种高分子聚合物单体

产生关联、聚合现象，不需要利用溶液，对整体起到加固

作用。目前这种伽马操作手法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研究，

避免对文物造成损坏。

对于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要在了解不同纸质文物的特

性与色彩状态的情况下，针对不同的纸质文物选择合适的

纸质文物保护方式，进行多次试验，确认技术的优点与劣

势。采用合理的修复方式，避免因为保护修复方式的选择

不当出现纸质文物损坏问题。对纸质文物进行保护修复时

一般会与控制温湿度、干燥等物理方式结合使用，对纸质

文物“寿命”起到延长效果。

4.2　再生性保护技术

再生性保护技术主要是为了保护纸质文物所承载的

信息内容，通过对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进行纸张文字的清

晰还原，从而进行数字化处理上传，借助现代技术存储信

息，便于对文化历史的研究、传承，实现纸质文物的真正

精神保护。这种保护修复的方式需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

行，能够使纸质文物信息得到复制重现，保护纸质文物的

重要传承作用，避免因为后续研究翻阅导致的持续性损

坏。再生性保护技术在书籍、文章、档案、书信等纸质文

物保护上都可以进行利用，是重要的修复手段，能够第一

时间存储重要的文物信息。

5　结束语

纸质文物承载了国家文化与古代历史，是重要的传承

载体。因为各种原因纸质文物容易出现氧化、色彩褪色、

泛黄等状况，文物研究者对各种纸质文物修复方式进行相

关总结，在现代利用合适的保护修复方式使纸质文物的寿

命得以延长，使后人能够对古代历史文化进行继承发扬，

推动我国文化保护的进程。能够促进传统文化不断传承，

民族精神亘古流传，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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