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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平面类糟朽丝织品文物的展示与保存

王 菊

(甘肃省博物馆，兰州730000)

摘要：糟朽丝织品文物不同于其他文物，修复后它所需要的展存形式、包装材料及其制作工艺等，都 

要进行特殊的设计。尤其在展存方面，为避免人为被迫扰动对文物造成的再伤害，空气中有害成分 

对它的再污染等,应尽力做到展览与存放形式的统一。文章结合甘肃省博物馆藏青海都兰墓出土部 

分丝织品的修复工作，对目前国内平面类糟朽丝织品文物保护环节中展示、存放方式进行调查、对比 

分析,针对西部地区沙尘污染严重的情况，尝试找到适宜本地区馆藏平面类糟朽丝织品文物的最佳 

展示与保存方式，为今后同地区同类文物的展示与保存摸索出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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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plane rotten antique silks in the 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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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 iffe re n t from other types ol cu ltu ra l re l ic s， restored ro tten an tique s ilks requ ire spec ia lly designed 

e xh ib itio n and preservation fo rm , packag ing m ateria ls and cra ftsm ansh ip. E s p e c ia lly ，the e xh ib itio n and preservation 

should be u n ifie d as fa r as possib le to pro tect antique s ilks from secondary damage due to forced distu rbance and 

recontam ination of ha rm fu l constituents of the a ir. For purpose of th is p a p e r, survey and com parative analysis were 

made on the e xh ib itio n and preservation of plane ro tten an tique s ilks in  C hina in  com b ination w ith the restoration of 

some s ilk fab rics (un ea rth ed from Q ingha i D u lan to m b) co llected in  Gansu P rov inc ia l M useum , and an attem pt was 

made to figu re out the best e xh ib itio n and preservation m ethod of plane ro tten an tique s ilks suitab le fo r loca l 

cond itions in  com b ina tion w ith analysis of the prob lem of severe dust p o llu tio n in  the western C h in a ，w ith a v iew to 

w o rk ing out a feasib le m ethod of e x h ib it io n and preservation of cu ltu ra l re lics of the same type in  the reg ion.

Key words: w e ste rn； plane c la ss； ro tten an tique s ilk s； e xh ib itio n and preservation m etho d; box cover fo rm ； the 

u n ity of d isp lay and preservation

目前，在纺织品文物保护的研究领域，特别是针 

对糟朽丝织品文物的展示与保存等环节，理论研究 

和实践经验都很薄弱。修复后文物展览与存放的形 

式脱节，被迫人为扰动的情况时有发生，造成对文物 

的再伤害、再污染，展存形式也存在多样化,所选辅 

助材料更是参差不齐,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统一 

的示范样本。而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公众对博

收稿日期：20174)1-11;修回日期：2017-06-26

作者简介：王菊（1968 ),女，馆员，主要从事古代纺织品

的保护修复。

物馆热情的提升，必将对纺织品文物展览提出更多 

更高的需求。修复后纺织品文物将逐步在博物馆展 

示或库存，糟朽纺织品文物展览与保存的技术难题 

也将会愈加凸显。因此，对糟朽纺织品文物的展存 

形式、包装设计、辅助材料的选择等问题进行针对性 

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1]。本文结合甘肃省博物馆馆 

藏青海都兰墓出土部分丝织品的修复工作,对平面 

类糟朽丝织品文物保护环节中展示、存放方式进行 

调查、对比与分析，针对西部地区沙尘污染严重的情 

况，试图找到适宜本地区馆藏平面类糟朽丝织品文 

物的最佳展示与保存方式，为今后同地区同类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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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示与保存摸索出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

1 展览与存放形式现状调查
针对平面类糟朽丝织品文物的展示与存放，目 

前国内主要有以下五种形式。

1 . 1 平摊式

此种方式对文物不采用任何固定措施,展出时 

把修复后的文物直接平摊放置于大的展柜或独立展 

柜内的平面展台上即可。撤展后库存时，为避免文 

物产生再次褶皱，使用柔软的宣纸或纯白细棉布垫 

衬，把文物平摊、理顺后放置于囊匣，或稍加折叠后 

放人文物橱柜内保存。

1 . 2 夹持式

对于体积较小的平面类纺织品，经过消毒、清洗、 

整平等修复步骤后，不施加任何直接的物质，只是将文 

物夹持起来，起到固定的作用。根据各地条件的差异, 

夹持使用的材料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四种。

1.2. 1 玻璃夹持

即用两块平面玻璃将织物残片夹持，并用胶布 

或胶带在四周黏合。使用此种方法夹持时,一般应 

在背面衬人一块纱网。这样，织物至少有一面是与 

玻璃隔开，容易剥离。同时，纱网对纺织品的摩擦系 

数较大，残片不易在玻璃之间滑动。

1 . 2 . 2有机玻璃夹持

为避免玻璃的易碎性，纺织品残片也可以采用 

有机玻璃夹持。有机玻璃的原料是甲基丙烯酸甲 

酯，不易破碎。其表面涂一层紫外线吸收剂覆盖膜 

后，还能遮挡92% 〜99% 的紫外线，有利于纺织品文 

物的保护。据日本 JIS K6714航空用有机玻璃试验， 

当其厚度为6. 35 m m 时，紫外线的透过率为50% 以 

下。日本学者认为，无色聚丙烯酸酯塑料如果不加 

紫外线吸收剂，波长在250 n m 开始的紫外线即能透 

过，而加上紫外线吸收剂后,波长在350 n m 以上的光 

线才能透过。但它不吸收可见光，可见光的透率约 

93%  (表面反射率为7%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使用 

的紫外线吸收型有机玻璃是杜邦公司出品的U F3 有 

机玻璃和罗姆汉斯公司出品的U F4 有机玻璃，正面 

看无色或颜色很淡,能很好地观察丝织物，同时能防 

止紫外线引起的褪色现象。日本正仓院丝织品残片 

的保存方式，是将防紫外线的有机玻璃夹片,做成大 

型的样品簿,装人密封的纸板箱或木箱里，置于冷暗 

处，用时随时都可翻阅。马王堆出土的一些丝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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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采用了有机玻璃夹持的方法固定。王先生采用 

的夹持法中，一是考虑了丝织品本身的厚度,在夹持 

的边缘垫人了一定的架空物；二是为了确保丝织品 

不再滑动，采用局部点滴丝胶的方法，将丝织物与有 

机玻璃局部黏合；三是在有机玻璃边上再用有机玻 

璃液封口，确保加封层内的空气等与外界隔绝，这样 

一定时间后，里面的环境就基本稳定了[2]。

1 . 2 . 3树脂膜夹持

随着高分子化学的发展，各种树脂（如醋酸乙烯 

纤维素、聚酯、聚乙烯、尼龙类透明薄膜）不断地应用 

于纺织品的加固。加固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热压 

黏合，另一种是用溶液融化黏合。前一种更为简便, 

如同照片塑封。

1 . 2 . 4 卡纸夹持

卡纸是指介于纸板与纸张之间、质地好、挺括光 

滑、平方米质量在2 5 0〜400 g/m2的纸制品。以带窗 

口的三层卡纸夹为例，其剪裁最为常见的方法是:按 

照残片尺寸和展示要求，用美工刀将无酸卡纸裁成 

相同的三块，一般无酸卡纸四周比残片尺寸大1 5〜 

25 c m ;其中一块卡纸根据残片的尺寸,在中间开一个 

“窗口 ”，“窗口 ”内四边切成45°的斜边，外边与其他 

两块相同，窗框尺寸5 ~ 10 c m ;先将面板与底板叠在 

一起，有色的一面朝外，无色的一面吻合，并在两板 

左边1 c m 处，用 2. 5 c m 宽的双面胶或绫粘贴包合; 

“窗口”与底板齐平摆放，无色的朝上，“窗口”在右, 

底板在左，用 1.5 c m 宽的纸胶在白色面把“窗口”的 

左边和底板的右边一•起黏合。

1.3 装裱式

中国传统的托裱技术，不仅适用于书画的保护， 

也可应用于纺织品，如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强度 

极弱的帛画、帛书及一些残片和江苏连云港尹湾汉 

墓出土的缯绣，正是采用传统的托裱法进行保护的。 

裱画大都是用生宣纸，生宣纸的主要原料是檀树皮， 

它纤维长，性质柔软,拉力大，吸水性好，是裱画不可 

缺少的材料之一[3]。用于纺织品修复的宣纸，可选 

用单宣、棉连和棉皮纸。托裱时:首先要把所托宣纸 

染制成比纺织品表面颜色略浅一些的颜色。将纺织 

品正面朝下，用排笔沾水打潮，对好经纬线。对于残 

破的洞口，需理顺或修理干净，并用干净的毛巾吸取 

上面的水分,再一次对好经纬线;然后,用浆刷（或排 

笔）沾稀稠得宜的糨糊上浆，并排均勻，用针锥挑去 

排笔毛等杂物;再把染好的色纸平铺在桌面上，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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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小水花，对折闷润后打开，用一人抬一人刷的方 

法，把宣纸平刷在纺织品上。刷的过程中，不能使宣 

纸起皱或刷出破洞来。并在四周宣纸多余部分拍 

浆，上墙挣平。对于残破严重的，可托完后先让其自 

然干燥，然后再洒些水花，拍浆上墙。也可以在托纸 

后再覆一层皮纸进行加固上墙，干燥后去掉皮纸。 

对于易掉色、不宜沾水过多的丝织品,可采取把纺织 

品正面朝下,在染色的宣纸上上浆，再把浆面朝上的 

宣纸抬到纺织品上，让纺织品吸收一部分潮气，然后 

翻身覆在纺织品上排实;托制好的纺织品可以进一 

步装裱成镜片或立轴，但一般建议原样托制即可。

1.4 卷轴式

对于体积过长，能够卷曲的纺织品，无论是轻薄狭 

窄的丝带,还是庞大厚重的地毯，最切实可行的方法就 

是卷轴式展览与存放。卷曲时正面朝外或正面朝内， 

一般当正面和背面状况一致时,正面比背面更需要保 

护，常采用正面朝内卷曲;如果背面比正面脆弱，或者 

背面缝缀有背衬（卷曲有背衬的地毯时常会出现皱 

折，此时应注意尽可能将皱折积累到背衬上），则需采 

用背面朝内卷曲。当纺织品十分厚重时，卷曲时很难 

服帖地将之卷到卷轴上去，此时可以借助一块洁净本 

色棉布(宽度比所卷纺织品略宽）将纺织品引导上卷 

轴。具体操作时，先将棉布卷到轴上，余出约60 c m (2 

英尺)与纺织品重叠，继续卷曲,顺势将地毯卷上轴。 

卷曲时要尽可能保证经线垂直于卷轴,必要时可加一 

些衬垫。卷曲完后,在外层卷上一段棉布，用于防尘避 

光，棉布要宽到能塞进卷轴两端的孔内为宜。最后用 

2 〜3 条约5 c m (2英寸）宽的棉布条或聚酯带捆扎，确 

保地毯不会松散开来。事先可以用永久性墨水在棉布 

封套上作标记，卷曲好的纺织品可以放在箱子、抽屉 

里，也可设置一个灵活的安放系统，以有效利用空间。

1.5 盒罩式

盒罩式是近年来国内许多博物馆选择的一种纺 

织品展示与存放的形式。它与传统囊匣有本质的区 

别 ,根据制作材料的不同，又可分为以下二种。

1.5. 1 盒罩式(一）

所用材料主要是3 ~5 m m 厚度的无酸纸板、亚 

克力板、弹力絮、纯白色棉布等。甘肃省博物馆展出 

的大多数平面类糟朽丝织品文物也都采用了此种形 

式，并在以前的基础上作了改进。

先用4 ~5 m m 厚的亚克力板制作盒罩,为了展 

出效果更好一些，盒子内径最好大于修复后文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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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尺寸5 ~ 10 c m 为宜，盒底另做，厚度为 8 〜 

10 m m ，独立的盒底周边切割出1 c m 宽的薄边，便于 

盒罩与盒底从侧面打孔上螺丝钉固定（图 1、图 2 )。 

再根据亚克力盒子的内径尺寸剪裁面积相同，约 

5 m m厚度的无酸纸板，然后在纸板上覆约1 c m 厚的 

弹力絮，用白色棉布把它们包裹（棉布的尺寸要大于 

纸板5 ~ 10 c m )，周边用无酸胶黏合固定制成垫板。 

为了整齐好看，背面还可以再覆一块3 m m 厚的无酸 

纸板黏合（图 3 )，要求最后垫板的总厚度略小于亚克 

力盒子内径的厚度（把文物厚度计算在内），为放置 

文物留下空间。把修复好的纺织品先放置于垫板 

上 ,用针线把文物背衬和垫板缝合固定（图4 )。待把 

亚克力的盒底与盒罩对齐打孔后，再放人带有文物 

的垫板，上螺丝钉把盒底与盒罩固定牢即可。也有 

学者针对糟朽脆弱的纺织品，设计出“压裱式”的展 

存形式[4]，其原理和方法与此类似。

图1 亚克力盒底与盒罩 

Fig. 1 Acrylic box bottom and cover

图2 侧面打孔固定 

Fig. 2 Drilling on side for fixingg

图3 垫板正面 

Fig. 3 Frontage of underboard

Journal of S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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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放置文物

Fig. 4 For storing cultural relics

1 . 5 . 2 盒罩式（二）

此种方式主要采用无酸纸板制作，为了展示，也使 

用了一块3 〜5 m m 的亚克力板,包装形式如图5 、图 6 

所示。此种材料与制作工艺可用专业的电脑软件打样 

设计，方法可参考文献[5],具体操作步骤不再赘述。

图5 无酸纸和棉布制作

Fig. 5 Making of acid free paper and cotton cloth

图6 无酸纸和亚克力制作

Fig. 6 Making of acid free paper and acrylic

积叠压，既影响展览效果，也破坏了修复后的平展 

性。另外，占用空间大，尤其给库存造成困难。 因 

用于展览和库存时的包装形式不一致，所以人为被 

迫多次扰动，很容易造成文物的再伤害，特别是糟朽 

严重的丝织品，稍有翻动，就会掉渣、变形等。

2 . 2 夹持式展存方式的优缺点

只要夹持的表层采用透明的物质，夹持后的残 

片可以直接用于展览和库存，目前国内许多博物馆 

都还在采用此种方式。

a )  玻璃夹持的方法既方便快捷，透明性又好。 

但它最大的缺点是:当玻璃外部温湿度发生变化时， 

相对密闭的内层就会产生结露，而一般的玻璃含石 

英 ，水分就会使玻璃中的碱溶解出来而损毁残片。 

另外，人们需要适当的黏合剂将纺织品固定在玻璃 

上 ，以防织物在玻璃之间来回滑动。但黏得太牢，丝 

织物残片又会黏在玻璃上拿不下来，万一玻璃碎了， 

会连带损坏里面的纺织品。

b ) 采用有机玻璃材料直接夹持固定的纺织品， 

实现了展览与库存统一。不足之处是织物在有机玻 

璃间的固定问题，两层有机玻璃对文物若施加的压 

力大,织物纤维长时间受力，会失去弹性，变得僵硬、 

甚至断裂（图 7 )。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照、温湿 

度等条件的变化，有机玻璃也会老化变形，透明度大 

幅降低。周边的黏合有松动或过于牢固，不易打开 

等问题出现（图 8)。

图7 织物僵硬断裂 

Fig.7 Fabric breaking due to stiffness

2 多种展存形式的对比分析

2 . 1 平摊式展存方式的优缺点

此方式的优点是可以使丝织品获得最大限度的 

放松，糟朽丝织品纤维不再承受外力的牵拉,不被叠 

压等，因此，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陈列与保存方式。

一般适用于那些十分残破但价值极高的纺织品文

物，但其缺点也显而易见：a )因文物没有固定，所以 图8 有机玻璃老化

无论展览还是库房存放，都只能水平放置，否则会堆 Fig.8 Aging of organic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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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树脂膜夹持的优点是强度好、易操作,夹持后 

的残片可以直接手持进行观察研究。但在纺织品的 

尺寸上会有较大的限制，且影响质感,织物表面有亮 

光，亦担心薄膜老化给织物带来危害。因此,此种方 

式主要适用于新材料、数量大的近现代纺织品。美 

国纽约时装技术学院（F IT )的时装博物馆中就采用 

了这一方法。

d ) 卡纸夹持多用于平面的片状纺织文物，可以 

保持织物不受外界侵害，也可用于文物展示。而且 

卡纸夹持更为简易，可以是两张卡纸相互胶连，做成 

一侧开口的卡纸夹，但一般情况下会有多层。卡纸 

夹持的不足之处是:纺织品的面积受到限制,一般不 

宜夹持面积较大的残片,展出时直接放人展柜，也易 

受到空气污染。另外 ,文物与卡纸固定不是十分的 

紧密，容易摩擦走形。

2 . 3 装裱式

装裱式的展存方式既美观又牢固，便于张挂和 

保存。但只能适用于单面图案的织物，而且修复后 

的文物几乎失去了可逆性，以后揭取很不方便，即使 

揭取下来，对文物的损害也很大。

2 . 4 卷轴式

卷轴式最适合长体积的条状织物，卷轴上的文 

物可以像画卷一样,根据展柜的长度与展览效果，全 

部展开,也可部分展开。库存时，再卷起装箱即可。 

2 . 5 盒罩式展存方式分析

盒罩式（一 ）既便于展览又便于存放，解决了重 

复包装的问题;修复后的文物较长久地放置于盒中， 

不再因展览、库存、运输等情况被迫人为的多次扰 

动，避免了二次伤害；密封性很好，特别是对于西部 

沙尘污染严重的地区，有效阻止了空气中有害物质 

对纺织品的再次污染;盒底与盒罩是由螺丝钉从侧 

面固定，不影响美观,若需打开也很方便;亚克力盒 

底也可打孔透气，避免了玻璃夹持等方式出现的缺 

点。另外，因垫板具有一定的柔软性和较好的弹性， 

即使亚克力外罩直接覆压在了文物上，底下的垫板 

也会对压力有一些缓解，不会使文物的纤维因压力 

大而失去弹性，变得僵硬。若有背衬,直接把背衬缝 

钉在垫板上，更加牢固,亚克力也就无需直接覆压文 

物，因背衬与垫板从周边缝定,所以文物自然下坠的 

重力也被均勻地分散于各点，不会对文物局部因牵 

拉而造成损坏、变形，且包装后的文物可以挂起、立 

起 、斜面放置等，节省了展存空间（图 9 )。盒罩式

(二）最大的优点是制作方便，库存占用空间小，展存 

一致（图 10)。但其展示的通透性没有（一 ）效果好, 

较适合小型织物的展存。

图9 盒罩式展存形式 

Fig. 9 Box-type exhibition and preservation

图1 0 图5 的库存形式 

Fig. 10 Storage form of Figure 5

3 讨 论

针对平面类糟朽丝织品文物的保护，目前国内 

有展示和存放一体化的趋势[6]，主要目的是避免不 

必要的操作和人为被迫扰动对文物造成再次损伤。 

另外，西部地区空气污染严重，以甘肃省博物馆展厅 

陈列为例，固定展览展柜中的展台3 ~6个月就要擦 

扫一次，否则，展品上积满的灰尘甚至会蒙蔽住色彩 

不太鲜亮的织物纹饰，空气中有害成分对纺织品造 

成的危害不言而喻[7],而一般大型展柜很难达到真 

空状态。纺织品不同于其他文物，因静电等因素，灰 

尘等污染物被吸附于织物纹理中，很难去除,若再次 

干洗或水洗，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坏，并严重影响 

了以往的修复效果。因此，展存形式的密闭性一定 

要强。

关于展存所使用辅助材料的成分及其耐久  

性[8]，学者们也做过专业的课题研究,结论是文物保 

护专用无酸纸,呈中性或含经3% ~ 5 %弱碱性缓冲  

剂处理 , p H 值 在 7 〜8. 5,不含木质素、不含硫磺物、 

不含回收纸浆。而其他人造板材释放的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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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一氧化氮、二氧化氮、臭氧、挥发性有机酸 

类、挥发性有机醛类等有害物质，会以极快的速度使 

纺织品文物产生劣化、霉变、发黄变脆等。大大损坏 

了文物的价值，缩短了文物的寿命m 。另外,无酸纸 

的制作过程更干净,对工厂设备腐蚀更少，而且可以 

再利用和被生物分解，也有利于环境保护[1°]。因此, 

无酸纸用于文物保存包装制作材料，效果最佳。外 

盒亚克力材料虽然也有老化、易被划伤等缺点，但所 

幸它与文物并不紧密黏连，在不扰动文物的情况下， 

很容易被打开替换新的。

4 结 语

综合以上多种展存形式分析与讨论的结果，认 

为盒罩式(一）相对来说，比较符合西部地区糟朽平 

面类丝织品文物的展存需求，较有效解决其他展存 

方式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使用盒罩式展存形式时, 

织物与展板的固定问题是一定要注意的。对过于糟 

朽的平面类丝织品来说,修复时，若使用背衬材料作 

了加固的话，展存时可直接采用盒罩式，把背衬与垫 

板上的包装布缝合，会很安全牢固地固定文物。若 

没有背衬，文物直接缝钉在垫板上，或用亚克力盒罩 

压放文物等方式都是对文物极其有害的。所以设计 

出展存统一，安全稳固，不易被空气污染的展存方 

式，首先需要解决文物与展板的固定问题，是难点之 

一。另外，对于面积过大（大于2 m2)的平面类糟朽 

纺织品来说，若仍用盒罩式展存，会显笨拙，不方便。 

若用卷轴式,展出时空气污染又无法避免。在今后 

的工作中，这将是文物工作者继续研究探讨的难题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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