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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璜草书立轴》（修复前）

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流传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无数先辈钻研
传承。装潢的发端可追溯到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涉及潢纸、连接纸张、雌黄治书及
制作浆糊的工艺。宋代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明代
周嘉胄《装潢志》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装潢专著。

装裱修复技艺对中国书画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一
件书画作品，由于所需要的装裱形制不同，装裱的工序
也各不相同，但基本操作程序是一致的。装裱一件书画
作品从托心开始至完成，一般要经过托、镶、覆、砑光、上
杆等主要工序，熟练掌握这几道工序，是对装裱人员最
基本的要求。所谓“三分画，七分裱”，正说明了书画装
裱工艺的重要性。

大同市博物馆馆藏《柯璜草书立轴》，纵128厘米，
横 62.5 厘米，纸本，是民国时期的精品佳作。柯璜
（1876-1963），浙江省黄岩县人，历任山西大学美术教
员、山西博物馆馆长、山西图书馆馆长、北京故宫古物陈
列所主任。抗日战争期间，避居重庆，以书画自给。
1957年由重庆到山西，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山西分会
筹备委员会主席。毕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钻研书画，
尤长于书法，留下不少作品，在美术界素有名声。

这件文物画心原本十分脏污，有污渍、水渍、油渍、
动物损害等病害，折痕、断印严重；原裱存在污渍、油渍、
水渍、开裂、缺失、虫蛀、地杆开裂等病害。经分析，主要
是以下几个原因造成受损：一是由于保存时消杀措施不
到位，使纸张遭到了动物损害；二是文物展出时受到外
界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季节交替外界温湿度不同，纸
张纤维在温湿度变化中变性、收缩、脆裂等，再加上空气
中二氧化碳等其他有害物质被潮湿纸张中的水分所吸
收，形成腐蚀性更强的无机酸，加速纸张的损坏；三是在
展示的过程中展示和收卷的方法不当。

修复前，我们对《柯璜草书立轴》进行了拍照、尺寸
测量、酸碱度检测、色差检测等工作。在对《柯璜草书立
轴》保护修复时，我们秉持了“最小干预、安全性、可再处
理性”的原则。在古字画修复中，洗、揭、补、全，是四个

关键的步骤。
修复工作的第一步是清洗画心。为了更长久地保

护画心，清洗时一般采用物理方法，即活水去污法。裁
去旧裱后，将画心移至洗画台，先用清水淋洗画心，再在
画心上方覆盖湿毛巾浸泡，用热水定期淋洗一次，以达
到尽除黄污水的效果。多次淋洗过后，揭去画心上方覆
盖的毛巾，同时用毛巾卷上下滚动吸走多余的水分并将
画心擀平。之后在画心正面上一层托绫纸并用棕刷排
实，起到保护画心的作用。将清洗过后的画心背面朝上
移至裱画台，在上方覆盖一层湿毛巾，

闷润画心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进行第二步——揭画
心了。先选择一角试揭，了解并掌握褙纸、托纸的情
况。因为该文物画心已经变脆且画心纸张为夹宣，空鼓
情况严重，很难补浆回填，因此在揭去背纸后，在保证画
心原貌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缓慢揭掉夹层。第二层部分
字迹较为清晰，同样进行托裱，同原画一起珍藏保管。
夹宣是一种特制宣纸，造纸时，在抄纸这道工序中，没有
分开的双层宣纸，就叫夹宣，一般两层，也有三层的。此
文物书写时采用夹宣，在揭取画心时，容易出现画心空
鼓，因此将第二层也揭取装裱。曾经只在影视作品中见
到过修复师揭取画心时可揭取出两层甚至三层一模一
样的作品，暗自惊叹修复师技艺高超与揭裱工艺神奇；
而此次修复中遇到这样的实例，才倏然明了其中奥秘。

揭好画心之后，便进入了第三步——需根据画心质
地选配补料，根据画心颜色染配托纸。杜子熊在《书画
装潢学》中说：“用托绢心的色纸，一般都是浅色的，应当
比照画面色度调淡十分之一，方称合适。”配染托纸是古
字画修复的灵魂。新配托纸必须染成与画心的色调、深
浅基本接近的颜色。与画心颜色对比，配染与画心最浅
色部分颜色相同的托纸，然后用木杆搭起来悬挂晾干。
将染配好的托纸喷潮，折闷在装裱台上待用，用排笔给
画心上浆。因画心颜料颗粒较粗且画心较脆，故用浆需
略厚。挑除笔毛等异物后，将托纸覆于画心背部，并用
排刷排实，在托纸四周刷上助条。在画心正面下衬一层
吸水纸，棕刷轻排，促使水分渗透在吸水纸上；翻转画心

至正面，揭去托绫纸并挑拣杂质，然后画心上墙。画心
下墙后，要将画心裁切取正。然后将画心置于拷贝台，
在折痕、断印处贴上折条。用三角刀轻轻刮挑去除墨
渣、虫屎等杂质，使画面干净整洁。

画心处理好之后，就可以镶画了。传统书画装裱品
式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卷、轴、片、册四大类。裱件品式
的选定，是根据画心的尺幅大小、不同的形式、实用需要
以及便于张挂和欣赏决定的。立轴是书画装裱中最常见
的款式，可以自上而下挂着供人观赏。镶画完成之后，还
有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覆褙。通过覆褙纸的上浆、上裱
件和排实上墙，可使书画裱件的幅面厚实、定型、平整。
覆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在上裱件的时候非常考验修复
师的手法与判断，否则很容易出现局部褶皱。

第四步的“全色”，在字画修复中有锦上添花的作
用。重新揭托后，托在画心背面的命纸是生宣。生宣
极容易将颜色晕染开，需要在背面打一遍胶矾水，以免
在全色时颜色晕染到破洞以外的画心上。在自然光
下，选择与画心颜色一致的传统矿物质颜料进行调
配。调出合适的颜色后，先在补纸废边上试色，如颜色
不合适，再次调配直至合适。全色的过程要慢，断裂处
小笔干全，以笔尖梢头触及画面，用笔尖向下轻点或从
左往右轻画。脱色处先全小面积，再全大面积。以狼
毫小笔笔尖从边口着色一周，趁颜色未干时，再用蘸有
颜料的狼毫小笔，在需全色的部位从上至下、左右来回
有序地涂刷，避免边口颜色加深而形成“黑口”，同时做
到下一笔与上一笔衔接好，由浅及深，多次晕染，达到
远观和谐的效果。

上墙的时间通常要维持一个月左右，待裱件完全挣
平，小心将文物下墙。经过砑磨、装杆、穿绳、贴封头、扎
带、贴签条，最终完成修复。

《柯璜草书立轴》的保护修复过程涉及气候、环境等
各类复杂状况，而正是科学分析检测工作的开展，与修
复人员对每道工序的一丝不苟，才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文
物的历史信息。传统工艺与当今技术在字画装裱修复
技艺上结合，让艺术得以穿越时光，重新绽放光彩。

一

有人说，博物馆是一个地方的精魂，是时间的精魂。
日照莒县，在五千多年前，是莒氏部落先民的聚居

地。莒国曾为“东夷之雄”，“东夷”是对黄河流域下游东
方各族的总称，地域范围包括现今日照在内的山东省中
南部。

在莒州博物馆，当我看到不同的“旦”时，仿佛一下
子便碰触到了“日照”二字的要义。远古泥土烧制的陶尊
表面，“旦”像一幅画——拙朴的刻线，细看，是满眼云山
日出的磅礴。不同陶器，有不同的“旦”：太阳跳出山峰，
高一些、再高一些；太阳在葱茂的林木上；太阳安稳地落
入山洼。

像时刻表、像日晷，“旦”铺陈在博物馆远古的时光
里，需要不停追溯。

1957年，莒县陵阳河。连续几日暴雨，冲刷出一些
古老物件，人们看出了异样。之后，人们发现和挖掘出
了更多久远的器具，刻画了“旦”的陶尊便在其中。作为
时间的明证，与“旦”前后被发现的十几个样貌丰富的
图像文字，可上溯五千多年，比甲骨文还要早一千五百
多年。图像文字是中国汉字的雏形，也证明了日照文明
史的悠长。

就在莒县，那些“旦”被发现后，有人年复一年仔细
观察，发现春分秋分之际，清晨的太阳恰在山峰正中冉
冉升起，和广口陶尊上一枚“旦”的图像别无二致。或者，
就在五千年前某一天的同一时刻，匠人一边远眺，一边
把这朝霞里夺目的日出时分刻画到了新鲜的陶胎上，再
经过和太阳一样滚烫的火焰的烧制，“旦”便留存到了今
天。先民描摹事物记录事物，图像文字引导出了象形文
字，而象形文字几乎是世界上不同古老文明文字的共同
特征。

到今天，“旦”字保持着最原初的意义。天亮了，太阳
升出地平线，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年初始，最崭新的一天
则是“元旦”。可作主语亦可作谓语的“旦”，和可作主语
亦可作谓语的“日照”，多么相似。“日照”之名始于宋元
祐二年（1087年），和图像文字相隔了约四千年，相隔四
千年的古人如此心心相印吗？

定然有可追溯的原委。我想，古人对“日照”总结释
义的“日出初光先照”（乾隆年间《日照县志》）是原委之
一。但在我的意念中，还需追溯。世间的太阳，安排晨

昏、轮回四季，带给大地上所有生命必需的温暖和明
亮，拟定世界的秩序。太阳在天宇，至高无上，世界上很
多古老地方都把它作为神崇拜。在西北的宁夏贺兰山、
嘉峪关黑山，我见过岩画的太阳神在古老的崖壁上光
芒四射。日照的“日出初光先照”，似乎表明祖先们更深
刻地感受着太阳神对日照的眷顾，太阳文化便在日照
尤为显著。《尚书·尧典》载，尧王曾在日照观察日出日
落的规律，制定历法；《山海经》有记，日照天台山，有东
夷人祭祀太阳神的汤谷。至今，在天台山，还能寻到许
多相关遗迹。

“旦”，像日照的图腾。
太阳天天从东方升起，“日照”之名，让我觉得，日照

的每一天都是新的。

二

莒县出土的文物中，还可深思的一样器具是酒具。
成套酿酒器、大量高柄酒杯、盛酒的觯形壶……有些墓
葬出土的酒具竟占随葬品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酒对我的家乡——苦瘠曾甲天下的甘肃陇中是奢
侈的。酒器琳琅，意味着粮食富足。莒县出土的这些酒
器，说明五千年前的日照物产丰富，且先民已掌握了成
熟的酿酒技术。

最引人瞩目的是日照东海峪出土的蛋壳黑陶镂空
高柄酒杯，没有上釉，但器面细润丝滑犹如玉石。这种被
世界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作”的黑
色陶器，在远古陶器中有着异样的明媚光彩。杯壁最薄
处仅0.2毫米，仔细端详那个明星般保存完整的蛋壳杯，
作为酒杯的核心，上部的酒腹只占了酒杯三分之一不
到，而裙裾般精美镂空的手柄和底座占了更多位置，镂
空手柄中还有一颗陶丸。精湛的技艺和耐人寻味的设计
似乎在告诉我们，酒的意义绝非今日之理解。手柄中的
那颗定心陶丸，举杯间，与陶壁相碰，发出悦耳之音——
四千年前先民的耳朵，在嘈杂的市声中，辨别出了音乐
的存在。酒器兼为乐器，因此有了远古东方的宗教意味。

《论语》里的孔子在齐国听闻韶乐后，三月不知肉
味。他慨叹：“伟大啊！音乐竟能叫人陶醉到这种程度。”
孔子所听韶乐又称舜乐，起源于五千多年前；舜，作为五
帝之一，是东夷族群的代表。这正说明，五千年前的日
照，便有了妙不可言的韶乐。当殿堂内庄严的韶乐响起
时，孔老先生可否辨听出蛋壳酒樽的神妙之音？

一样是酒，一样是音乐，一样都叫人愉悦陶醉，一样
都关乎精神。再小的酒樽，站在那里，都玉树临风。黑陶
酒杯，有的仅重22克，它们纤巧又庄严地吟诵着日照的
远古诗意。

三

地图上，日照的半个身子被海水围拱着。我想起第
一眼看到雁荡山时的所思，这山的奇异相貌当是大海所
赐。而到日照五莲县五莲山、九仙山时，脑海里马上便浮
出了雁荡。几乎在同一时间，我捕捉到当地人说，苏轼当
年到五莲山时曾赞叹“奇秀不减雁荡”。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仙山和仙人，仙气贯通才能
有这八个字。

五莲山确实有仙——雪白的仙鹤，在五莲山气象万
千的崚嶒怪石间，翩若惊鸿。相传，苏轼任密州太守时
（五莲为密州所辖），在五莲山一块平坦巨石上为仙鹤建
一诗意盎然的楼榭，并在巨石一侧题字“白鹤楼”，落款

“熙宁九年九月末”字样。
看不够“白鹤楼”三个字。距今九百余年的手笔，端

庄敦厚，细细端详一笔一画，仿佛很亲近地看到了苏轼
那个人。

上善若水。在我眼里，苏轼的达观智慧皆是水的性
情。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水，也有月色如水般幽微
的水。他的人生，像日照大海边题了“撼雪喷云”“星河影
动”的巨石旁的海水，水被石头击碎，很快复原为水原本
的样子。

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正是蝗灾旱灾肆虐的年份。他
为民生疾苦奔波操劳，祈雨、灭蝗虫、治盗贼，甚至教农
民种南方的茶。他同时是个文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他
则又仁又智。苏轼喜食，到哪里，都能将当地不起眼的食
物用自己的理解变为美食。他自然也喜酒，酒文化悠久
的日照在这一点上应该很得他心。熙宁九年（1076年）
中秋之夜，苏轼在密州写下了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

几时有》，“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
由”。苏轼喝足了酒，看到高空一轮满月，想到亲人，想到
月盈将会月缺，如同无常的人世，恨不能把这圆满的月
亮留住，便在一卧石上题下“留月”二字。苏轼豪放大气
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是在密州酒后所写，“酒酣胸胆
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想着
苏轼此人，这样的文字百读不厌。作为史上最著名的豪
放派文人之一，他没有豪放到粗陋，他的细微和深情一
样在他的诗文中处处可见。他时常物我两忘。他豪放时，

“左牵黄，右擎苍”；深情时，“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
短松冈”。

苏轼在密州做太守，密州用仙山接纳了他这位仙
人。他在密州，留下了至今让人们念想不已的文字。

白鹤楼后来呢？
1668年7月25日，山东临沂的特大地震波及五莲

一带，山上巨石滚落，白鹤楼被毁。白鹤楼仙鹤般飞升
了，而今在那块平坦的巨石上还留有人工凿孔和建筑基
础。不远处，有两个马槽，传说是苏轼出猎时马儿饮水的
小池子。

四

还是在五莲，有个奇异的石屋。石屋坚不可摧，有
着与时间抗衡的巨大本领，它看上去老得很缓慢，只是
石头上日复一日地堆积了些时间而已。就像日照定林
寺里四千年的银杏树，而今依旧枝繁叶茂，岁月拿它没
有办法。

石屋在五莲山山脚西侧的丁家楼子村，它就是建于
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著名的丁公石祠，是当
地文化名人丁耀亢为纪念其父丁惟宁而建。丁公祠由石
祠、仰止坊组成。石祠全石砌筑，108块石头，无一寸木
一根钉。进得屋内，严正气迎面袭来。

石屋的奇异主要在人。
一是建造者的奇异。丁耀亢，日照五莲明末清初著

名文学家，著作颇丰。在五莲山，至今还能看到多处他的
题字，有的就近在苏轼的题字旁，隔着六百余年的时光，
他好像正近切地靠着苏轼。“雄心傲骨气铮”的丁耀亢因
为创作奇书《金瓶梅续》，年过花甲的他被羁押狱中120
天，双目失明，四年后病逝家中。而今，他丰厚的文字，成
了日照珍贵的历史文献。

一是被纪念者的奇异。丁惟宁，丁耀亢之父，明嘉靖
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曾官至御使、郧襄兵备副使
等。丁惟宁为人耿介、刚正不阿，后遭人诬陷，“拂衣而
归”，在五莲山下求得一方世外桃源。最令世人惊奇的
是，在这安静的一隅，传说丁惟宁以“兰陵笑笑生”之名，
续其父丁纯所著《恶豪传》一书，创作了《金瓶梅》这一明
代“第一奇书”。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大谜案，很多人在求证丁惟宁就
是《金瓶梅》的作者。缘由之一，离丁公石祠不远，有条山
谷叫“兰陵峪”，丁惟宁曾在兰陵峪旁居住二十年。我还
看到有位学者用二十多年时间通过缜密的研究，发现
《金瓶梅》使用了大量山东方言。

我是个外人，但我能做这样的推断：在生机勃勃、勾
栏酒肆烟火气极浓的宋元话本的基础上，《金瓶梅》的出
现绝非偶然，至于它的命运那是另说。我还记得，进得丁
公石祠，先看到的是一副对联：“一部金瓶梅，千古丁公
祠”。丁公石祠身后站着九仙山，身边站着五莲山，全都
气象非凡。

那天黄昏，灿烂的云霞，覆盖着这块仙地。

嵌入时间缝隙嵌入时间缝隙
□□习习 习习

《《柯璜草书立轴柯璜草书立轴》》修复记修复记
□□白白 晶晶

《柯璜草书立轴》（修复后）

刻有“旦”的陶尊

■传 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