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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藏纸质文物保护的现状与思考
——以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博物馆为例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inking of the protection of paper cultu ral relics in University Collections

／侯懿航

摘要：高校校藏是我国文物保存管理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纸质文物收藏在高校校藏中占比较大，主要包括古书画、古籍、金石碑

帖等。鉴于目前高校校藏文物的保护意识与保护手段不足的现状，以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博物馆校藏书画保护修复为例，简述了修复保护

工作的进程，对高校开展校藏纸质文物保护的意义、保护的方式、保护注意事项等问题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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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文化遗产大国，目

前常见的文物保护收藏单位除博物

馆、文管所等政府文物机构、私人

收藏机构外，高校校藏文化遗产也

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特别是

纸质文物藏品，占有很大的比例。

纸质文物主要包含古旧书画、古籍

善本、碑帖拓片、档案文书等具有

文化、历史、艺术价值的以纸张材

料为主要载体的文物，是中华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呈现载体。据全

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项目的不

完全统计。全国公立文博机构一、二、

三级文物约有三百五十五万多件，

其中纸质文物就有近百万件之多，

占比超过四分之一，是所有材质文

物中数量最多的一类文物n’。近年来，

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如

何妥善有效的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也

在更深层次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

鸣和思考。

作为纸质文物收藏重要机构的

各大高校，常因保护意识及专业技

术不足，再加上政策、资金、管理、

专业人员等各方面的问题，造成了

高校校藏纸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多

重矛盾，如：保存状态不佳，缺少

有效的保护修复以及合理科学的开

发利用等现状。西安美术学院美术

博物馆收藏有五代至近现代绘画藏

品两千余件，作为专业美术类高校，

这些珍贵的藏品不仅成为了数辈美

院师生学习和临摹的教材范画，同

时也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被保存至

今。自2016年起，西安美术学院启

动了校藏濒危书画抢救修复系列项

目，笔者作为修复实施方全程参与

了该项目工作，本文基于西安美术

学院古代书画修复项目在近四年的

保护修复实践及阶段性成果的基础

上，就高校校藏纸质文物保护现存

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与探讨。

一、高校校藏纸质文物现状

因教学科研需要，高校校藏纸

质文物包括大量古书画、古籍、金

石碑帖等，其中又以古籍数量为最。

高校校藏古籍多为明、清、民国时

期文献，基本都收藏在图书馆内，

但许多高校图书馆对古籍的保存和

管理措施有限，保存环境也不够科

学合理，如中山大学图书馆徽卅I文

书入藏时为折叠、卷曲的散件，以

报纸和塑料袋包裹堆叠于纸箱中存

放了很长一段时间，给清点、保护

造成了很大困难但’。另外大多图书馆

缺少专门的保保存空间和措施，存

在古籍书库、古籍阅览室与普通图

书阅览室共用的现象，基础设施未

达到《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

求》的内容∞’。高校收藏的古代书画

作品亦数量巨大，以艺术类院校和

专业收藏为主。古书画由纸、绢、绫、

锦等质地稀薄脆弱的材料构成，在

长时间的流传保存过程中，由于其

自身纤维为有机质，除受虫蛀霉变

损坏，光线、温度、湿度等均会对

其产生，导致强度弱化，极易脆损。

各高校收藏单位长期以来因保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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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及专业手段的不足造成了古书画

保存状态不佳，造成大量书画文物

急需抢救性修复的现状。

作为高校教学及研究资源的纸

质文物，除去高校旧藏传承的古籍之

外，大量书画藏品的收藏与纳入高

校作为艺术作品管理是在上个世纪

的50、60年代，在其使用功能上多

被当做教材，成为教学中必备的示范

画稿，故而在早期的使用与管理中，

欠缺科学有效的保护，存在着归属

和管理责任不明确、基础设施和保

护意识落后的问题。另一方面，伴

随高校的发展与改革，高校博物馆

也在近几年成立并成熟，逐渐形成

了有效的保存管理机制，然而由于

资金以及专业人员的缺失，所导致

的纸质文物的科学保护又成为新的

问题与挑战，如何在有限条件下做

好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和长期保存，

是高校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两安荚术学院。～阳IIii保护

jI：作

(一)古书画的保存现状

西安美术学院为我国八大美院

之一，在建校初期收藏了大量的中

国历代书画作品，涵盖古代及近现

代各类形式书画为数两千余幅，题

材广泛、名家众多。在早期专业教

学资料极度匮乏的时期，这些书画

在学院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原作常常提供学院师生阅览和作为

临摹范本使用，一直持续到到上世

纪八十年代末。兴国寺老校区基础

建设落后、保护条件有限，受地域

和气候环境的客观因素影响，加之

使用频繁，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这些

书画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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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病害情况 病害说明 图例

污染、水渍 由于保存不当．书画着水受潮，

在纸绢表面出现水痕．或因水

中杂物或颜色造成的污染。

霉变 书画藏品着水、受潮后未晾晒

或闷卷形成．根据受潮程度及

时间长短不同，所形成的的霉

点也有所差异。霉斑呈白色为

“干霉”．严重者会形成“红霉”

“黑霉”。

褶皱

折条
宣纸本身已经有皱折或在装裱

过程中用浆过后厚。由于环境

干燥，人为操作不当．会在书

画藏品中形成折条。

残缺 书画藏品因保存不当．因鼠咬、

虫蛀、不当开合所导致的不规

则破损。

返铅 书画藏品的返铅现象与画材甲

“白粉”成分有关，因其中含

有“铅”，铅粉在空气中易受潮、

氧化．故形成黑色硫化物。

为此西安美术学院博物馆在成

立初期设立了专门珍藏古书画藏品

的文物库房，但对于纸质文物的保

存管理并未达到专业条件要求。目

前，在这批校藏书画中．已有数百

幅书画受损比较严重，根据Ww／

T0025—2010《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

复方案编写规范》的要求，利用现

代分析仪器对字画纸张种类、文物

保存环境的温湿度、文物本体的pH

值、字画颜料的粘附性、纸张纤维

及填料等进行检测后，发现文物存

在的病害情况主要包括：污染、霉

变、水渍、褶皱、折条、断裂、残缺、

返铅等(图1)。

(二)古书画的保护修复措施

西安美术学院组织文物保护部

门专家论证，在收藏的历代中国书

画中选出近百幅病害较大需抢救性

修复的作品，其中代表性作品有明

代杰出画家蓝瑛的山水画作品、清

初四大名僧石涛的山水画作品、清

万方数据



1‘2[西北美术] NORTHWEST rINEARTS

晚期海派巨擘吴昌硕的人物画作品

等。这些作品能够反应院藏书画受

损状况的基本面貌。综合考虑到修

复价值、病害轻重、修复难易程度，

以及不同质地、材料、年代、尺幅、

技术门派等，采用先易后难、循序

渐进的修复方案，既有可操作性，

又能充分体现修复示范效果，在修

复过程上也将不同病害的作品进行

分类，主要包括画心轻度病害及中

度、重度濒危字画两类。(图2)

在修复工作具体实施方面，专

业人才的引入是必不可少的。为此西

安美院在全国考察了多家文物修复

机构，最终决定借助社会文物修复力

量，引入拥有丰富书画修复经验的技

术团队，合作共建了文物保护修复中

心。在学校博物馆管理人员与修复技

术团队通力合作下，已用2年的时间

成功修复完成了五十六幅作品，科学

合理的将病害书画藏品进行了保护。

并于2017、2019年举办了两次“期

冀永存——校藏书画修复成果展”，

展览通过原作展示、作品病害分析图

文介绍、书画修复流程介绍、修复过

程记录影像等形式对古书画修复的

全过程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介绍，其修

复细节过程介绍在全国尚属首次。

三、对高校校藏纸质文物保护

工作的建议

(一)树立科学化文物保护理念

古书画保护修复历经千年发展

至今，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而逐渐

确定了一系列修复原则，这些原则

是修复业界内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

符合我国国情和中国传统审美观念，

具有行业规范性性)。目前的需要是在

传统修复原则的基础上，结合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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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不同类型作品的修复流程

研究结果，建立中国纸质文物现代

保护修复理念，只有建立科学的修

复理念和原则，才能更好的进行长

期保护工作。

(二)注重修复工作的专业性

书画修复是一门复杂的技艺，

具有极大的技术风险。历史上也曾

发生过修复事故，造成了不少珍贵

艺术作品的损毁。对于这些不可复

生的文化遗产，修复工作的专业性

就显得尤为重要，高校这种非专一

性的文物保藏单位，更应积极寻求

或建立专业性的修复团队，以免造

成文物二次损害。

(三)增强预防性保护意识

书画保护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其周边保存环境及其展陈环境对其

长期保存有着预防性保护的重要作

用，因此建议高校博物馆、图书馆

等收藏管理部门应建立相应的长期

养护及监控措施，以保证纸质文物

的长期保存与合理展示利用。具体

建议如下：

1．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博物馆藏品保存环境试

行规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保证

相关的温湿度、空气净化、光照和

防紫外线要求，以及保藏空间的建

筑、消防、安防等与文献保护和安

全相关的基本条件幅’。另外古画因其

上颜料对光较为敏感，因此古画保

存应特别避光，展陈中的光源亦应

过滤紫外线，展陈房间内的窗户应

能除去光源中紫外线的入射。

2．建立小环境监控系统

古书画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工

作，在保护修复方案实施后仍需定

期对书画保存状态进行观察和监测，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由于环境条件

对古书画的保护有明显影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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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应位置布置小环境监测设备，

长期监控小环境条件，可为其科学

保护提供基础数据的支持。

3．建立科学的长期养护计划

每季度对古书画进行一次细致

观察，并做好记录，主要是发现病

害及时记录并处理。每年度对古书

画表面进行一次灰尘清理，可防止

灰尘的堆积以及表面霉菌的生长。

4．纸质文物的开发利用

高校校藏文化遗产可以广泛的

开发和利用，比如建立特色数据库、

开发成为具有学校独特IP的文创产

品等。建议高校博物馆、图书馆等

收藏管理部门，成立专门的馆藏古

书画管理与展示利用专门机构，在

加强书画管理的同时，以加强其展

示和利用。

四、对高校校藏纸质文物保护

的思考

文物的价值在于其历史、艺术

和科学价值，是凝结于其中的一般

人类劳动，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历

史进步的标志㈦。纸质文物首先是研

究人类社会的发展的重要实体资料，

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其次，

中国古籍和书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

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独特而

完整的形式和表现体系，是世界艺

术的东方代表，是中国文化的表征，

它构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

文化精神之视觉图像嫡’；最后，我国

作为造纸术及科举考试的发源地，

且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具有悠久的历

史，科学技术的进步大量表现在纸

质文物之上，是重要的研究资料。

纸质文物记载和反映了历史上各个

不同时代的生产、生活、文化、艺术、

交通、军事、社会活动的历史及发

展情况，是艺术院校学生学习相关

知识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优秀传统

文化的实物素材。中国传统书画具

有很强的民族性和艺术性，其丰富

的内涵，决定了它在人文素质教学

环节应占有一席之地。美术院校专

业院收藏古书画的基本目的，是作

为艺术学科美学研究的实物本体，

这种本体是复制品或其他影像资料

不能完全替代的。首先在教学上它

们能作为教师讲课的直观教材，增

加感性认识；其次，书画作品还可

为专业教师开展研究和创作提供广

泛的素材；再次，书画作品还是学

生临摹的好范本，它的最大优点就

是直观、不失真、易于被学生接受，

这种效果是画册所不能达到的‘”。

古书画修复传统技艺是被国家

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面临

着后继乏人的现状。据文物部门数

据分析，以目前的修复产能，仅纸

质文物的抢救性修复工作，就预计

需200年。也有部分综合类大学开

展修复研究，不断尝试以传统工艺

结合新技术来求得生存与发展，然

而由于缺乏对传统工艺的了解，在

盲目采用新技术手段过程中，引发

了工艺和工艺文化的变异。而导致

传统工艺现代化的失败僻’，也对不少

文物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破坏。从以

上数据来看，相比现阶段对纸质文

物保护需求的紧迫性，传统修复技

艺本身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更加

需要“保护”和重视。保护和重视

传统修复技艺，即保护和重视掌握

传统修复技艺的人才，特别是这种

技艺传承同时作为一种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手段。高校除了教书育人

人文遗产I I／03

的职责之外，同时也肩负着各种社

会职能，有能力也有责任参与到传

统修复技艺传承和发展的进程中来。

中国古书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代表。是人类极其宝贵的文化遗

产和财富。而进行文物保护修复的

目的，是让文物能妥善的保存，并

以最佳的观赏状态向公众展示，发

挥古籍书画自身的艺术魅力和文化

价值。是民族精神文明的直观体现。

注释：
(I)南京博物院：《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

查项目技术支撑报告》(纸质文物)2004年版。

(2)叶湄、王蕾：《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

书保护初探》，载R图书馆论坛))20l 6年9期，

第5一1 0页。

(3)岳景艳：Ⅸ齐齐哈尔大学图书馆古籍管理

与利用现状探析》，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l 3年4期，第1 23-1 25页。

(4)郭文林：《中国古书画修复如何借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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