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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近代丝绸文物的特点与短期展览的要求，从文物展出的原则入手，探讨了丝绸文物展出各阶段应采取的保护措

施。 分析了包装运输过程中的标签与记录，分类存放的方法和交通环节中应注意的问题，开箱时的登记和整理要求，
展厅的温度、相对湿度、光照和空气质量控制要求，展品的摆放、日常维护，以及撤展清理等问题。 提出了适用于近代

丝绸文物短期展览的文物防护整体方案。
关键词： 丝绸； 文物； 保护； 展览； 措施

中图分类号： ＴＳ１４１．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２０４４（２０１６）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ｉｌｋ ｒｅｌｉｃｓ ｏｎ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ＬＩ Ｘｉａｏｌｕ１， ＨＯＵ Ｑｉａｎ２，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ｐｅｎｇ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１１９１， 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Ａｒｔ， Ｓｈａｎｇｑｉｕ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ｈａｎｇｑｉｕ ４７６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ｉｌｋ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ｃ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ｅｃｋ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ｅｌｉｃ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ｉｌｋ ｒｅｌｉｃ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ｉｌｋ；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

中国丝绸产品所蕴含的织绣技术和文化价值举世

瞩目，流传至今的丝绸文物具有政治、经济、科研、教育

等多重价值。 近年来，除了博物馆、研究所等机构，企
业和高校也开始重视纺织品的收藏与保护，纷纷开展

近代丝绸文物的短期展览与集中研究［１］。 丝绸织物

的特性和丝绸文物保护措施等方面已经有相当丰富的

研究成果，尤其在丝绸特性、丝绸文物的恢复、清洁、防
缩抗皱等方面的研究非常深入，对丝绸文物的老化、复
制与保护措施有了细致的分析［２－３］。 然而，对目前较

为普遍的短期丝绸文物展出的研究还未被充分重视，
缺乏对展出全过程的防护要点的分析和总结。 本文立

足于近代丝绸文物的保护及展示传播，针对近代丝绸

文物的特性与短期展览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提出一套

适用于近代丝绸文物短期展览的防护方案。

１　 丝绸文物的短期展出要求
丝绸文物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由蚕丝织造而成的

纺织品，主要采用植物性、矿物性等天然染色技术，多
存在不耐光照、不耐紫外线等特点。 因此，在丝绸文物

保护中，对储藏环境的光照、温度、相对湿度等均有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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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要求。 近代丝绸文物由于存世仅一百余年，流传至

今的文物数量相对较多、保存相对完整、种类相对齐

全，具有较好的色泽与强力，对温湿度等储藏环境要求

略低，具备外出展览的条件。
丝绸文物的一系列展览活动均应以保护为前提。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对本民族乃至世界文化

都具有重要意义。 丝绸文物是纺织技术和社会历史发

展的见证，是织造技术研究的重要依据，因此，展品的

保护应该作为展出的第一原则。 丝绸文物短期展览常

由博物馆、科研机构等组织实施，展出单位具有一定展

览和保护能力，相关的展览基础环境与配套设施也比

较完善，如可调节温湿度的展厅与展柜、完备的安保系

统等。 举办近代丝绸文物短期展览可在此基础上，根
据近代丝绸文物的储藏条件，调试已有设施或购置小

面积新设施，以满足展览要求。
展览的目的是使观者更直观地参观展品，因此，在

不影响文物保护的前提下，力求呈现最清晰的展陈效

果，尽可能地让参观者近距离地接触丝绸文物。
由于短期展览的暂时性，在配备展览硬件设施时，

应结合考虑经济性与保护性，求得资源利用的最优化。
例如，陈列、库存的标准环境应首先在已有展览设施中

选择与调试；新购设备应综合考虑耐久性与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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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展出阶段的保护措施分析
２．１　 包装与运输环节的要求

首先确认展品的形状、大小、颜色等基本信息，分
析展品的主要历史信息与注意事项，并记录备案；再按

照丝绸织物的大小、品种进行分类包装，存放于运输箱

内，按科学方法详细记录、分类存放，并减少翻动。
装箱之前，用白色棉布制成标签，记录文物信息且

制定标签编号。 以细少的针脚将标签钉在织物的背面

右下角，并且拍摄文物照片，与文字信息一起对应标签

编号，逐一详细登记，以减少反复查对翻动。 对于无法

直接钉标签的文物，采用先轻放于包装袋中，再在包装

袋上附标签的方法。
装箱之后，运输箱内应附带具体文物清单，并在运

输箱体上做好编号标记，最大限度地减少再次提取时

的翻动。
一般情况下，应将文物的体积与表面状态综合考

虑，以确定文物的存放方法。 一般大小的平面丝织文

物常选用折叠存放，且折叠层数应尽量少，并在织物与

织物之间衬以垫纸；更大件的平面丝织文物应衬以无

酸纸，采用卷轴存放。 卷轴的直径应尽可能大，以减少

卷绕圈数；卷轴宽度应比织物宽，以保护织物的两端。
且在外层卷上棉布，并以棉带捆扎固定，防尘避光。

服装丝织物或者表面有装饰的丝织品，多采用直

接包装，选用由清洗之后的本色棉布制成的防尘罩，价
廉易得，且存放效果好。

文物运输使用的外包装，多选用由无酸材质制成

的、封闭性能好的运输箱，并以无酸纸等缓冲物填实空

隙之后再封箱，避免晃动、雨水、光照、湿热、腐蚀气体

等对丝绸织物的损害。
在运输环节中，考虑到丝绸文物不耐光、强度差的

特性，运输路线选择时应尽量做到少颠簸、耗时少、光
照弱、环境干燥，必要时在车厢内增加防震层。

所有与文物直接接触的工作人员应经过文物保护

专家的专门培训。 与文物接触之前，工作人员需用肥

皂洗净、干燥双手，并佩戴上白色的棉手套。 提取文物

时应平衡搬动，两手抬起高度不能过肩。 并且，不得佩

戴任何装饰品，以防划伤织物。
文物运输到展览地，若两地区气候存在显著差别，

应将运输箱搬至适合丝绸文物存储的环境中，存放数

日后再拆箱，且确保丝织品全程不直接接触外界气候；
若两地区气候无显著差别，应及时选在干净整洁的地

点开箱。
开箱时主要核查并登记以下信息：开箱时当地的

温湿度、运输箱是否完好、是否中途被打开、文物的种

类与数目是否与预定一致、运输途中文物有无损害等。
开箱登记后，应及时整理丝绸文物，为展厅布展做

好准备工作。 如根据丝绸文物上附带的简易标签，结
合预先掌握的文物历史信息，制作出放置于展柜前的

展览标签，供参观者阅读。
２．２　 展厅环境设置

由于丝绸文物的脆弱特性，对温度、相对湿度、光
照、空气质量等均有一定要求。 如果展览地有固定的

标准展览设施，可在原有基础上调整使用。 在展览过

程中，展厅内外空气的对流是不可避免的，而展柜外部

的气温变化越频繁，展柜内部的温湿度越不稳定。 因

此，展厅室内应建有环境调节设备。 并且，重要展品应

放置在恒温恒湿的文物展柜内，便于温湿度的稳定控

制［４］。
展柜应距离地面有一定高度，以方便参观。 柜子

的摆放不能紧贴墙壁，以防止墙壁潮湿破坏柜内的微

环境。
２．２．１　 光照

由于太阳光谱和部分人工光源中的紫外线均能引

起丝织品不同程度的褪色和脆化，且这种光化作用对

丝织物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因此，近代丝绸文物的展

陈应隔离日光，采用完全人工照明，尽可能降低照度与

紫外线强度［５］。
若有条件，可以设置门厅、过渡展室、展厅、展柜等

多层级结构，使参观者逐级适应光照的变化。
门厅选用天窗采光或采光口开在北方的低光线房

间，用以陈列对光照不敏感的展板等服务性设施，照度

应从室外日光照度降低到 １００～３００ ｌｘ。
过渡展室主要用以陈列对光照不敏感的文物，照

度应保持在 ５０～１５０ ｌｘ。 必要时在入光口增加可滤除

紫外线的百叶窗，或者在玻璃上涂刷紫外线吸收剂，以
控制室内照度。

文物展厅选用封闭式房间，要求室内完全人工照

明，采用无紫外线的钨丝灯，照度控制在 ５０～１００ ｌｘ，紫
外线强度在 ３０ ～ ７５ ｕｗ ／ ｌｍ。 对于个别珍贵文物，可以

考虑不设置常开式的照明灯具，只有参观者进入展厅

时才打开灯具，以减少光照对文物的损害。
文物展柜一般由隔光玻璃制成，为封闭型展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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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度应控制在 ５０ ｌｘ 以下，紫外线强度控制在３０ ｕｗ ／ ｌｍ
以下，光照角度应在 ４５° ～７５°，并防止眩光。 灯具尽量

不要安装在柜内，若必须安装在柜内，应选用厚度不小

于 １０ ｍｍ 的中空磨砂玻璃将灯具与展品隔离开；必要

时在灯具照射的玻璃上刷涂紫外线吸收剂［６］。
２．２．２　 空气污染

由于丝织物具有较高的孔隙率，因此，空气污染对

丝绸文物也存在重要影响。 为控制空气污染物，展览

地点的选择应远离空气污染源，并在空调系统的基础

上放置多孔性活性炭、沸石等吸附剂，以去除有害气

体。 必要时安装过滤除尘系统，以控制固态污染物。
由于展厅绝大部分采用人工照明，考虑到灯具散

热、参观人员过多等问题，室内应设通风换气装置，以
免散热不畅引起高温。 此外，工作人员还应定时做好

室内环境的监控与调节工作。
２．３　 布展与日常维护

布展方案应根据藏品的完好程度和展陈文物的类

型综合考虑，需要在丝织品潜在物理损伤与最佳展览

效果之间寻求平衡。
平面丝织品布展时，应根据丝织品强度，选择合适

的倾斜角度展陈在包有棉布的展板上；表面有装饰物

的纺织品，由于质量要大一些，一般采取小角度倾斜展

板的摆放形式，以减少其自重负荷；强度较高的近代丝

织服装文物，为展示服装的特点，可以选择吊挂的形

式，甚至穿套在模特上，以获得更好的展览效果；立体

形态的丝织品在展陈时，如丝织荷包，为表现立体效

果，可以辅以一定的填充物进行内部支撑。
此外，应根据展品的实际情况变换展陈方式，形成

秩序且丰富的展览空间，以减少参观者长期观看同一

事物的视觉疲劳感。
展览过程中，除展品核查、卫生清理等日常工作之

外，应从以下六方面加强维护：根据人流量及时调节灯

光强度，减少光照损害；维持展厅、展柜的清洁，注意防

潮、防尘、防虫、防光等；检查展品摆放是否稳固、角度

是否合理，应在稳固的前提下，达到最佳的展览效果；
检测并调节室内环境和展柜的温湿度；按时做好文物

状态的记录工作；做好防火、防盗等安全检查。

２．４　 撤展的清理

通常展览带给文物的新污渍是吸附在丝绸纤维表

面的落尘，没有深入纤维内部，采用简便易行的表面清

理即可。
清理平面丝织物时，可选用干燥的软刷或者棉签，

顺着丝绸纤维的走向，往同一方向轻轻刷去灰尘；在清

理钉珠、刺绣等半立体丝织物时，应使用小型吹风筒，
向同一方向轻轻吹除灰尘。 在吹风时应与丝织品保持

一定距离，以免将丝织品吸进风筒造成损害。 在清理

过程中应及时清理软刷、更换棉签，并用棉布覆盖未清

理区域，以免造成二次污染。 近代丝绸文物材质一般

已出现老化，各项力学性能和色牢度等均严重退化，因
此灭菌时，应选择脉冲磁场法、低温等离子体法等低温

杀菌原理的物理手段，以减少灭菌对丝绸文物的影响。
这些方法虽然灭菌强度一般，但能够较好地避免破坏

丝绸文物，有效杀灭不同阶段的害虫，抑制微生物生

长，防止虫蛀。

３　 结　 语
丝绸藏品从包装运输、开箱登记，到展厅展柜、日

常维护，再到撤展灭菌、登记送返等各环节都要按照文

物保护的原则，并结合丝绸织物的特性展开各项工作。
对丝绸文物的所有处理均应严格遵守文物保护的要求

和商定的条款。 丝绸文物在展出的不同环节中应考虑

的保护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对于不同状态的丝绸文

物，保护的措施也不同，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调

整，在传播丝绸文化的同时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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