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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考古档案的保护修复流程初探
—— 以辽上京遗址出土文物拓片保护为例

   周 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纸张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物质载体，为推动人类

文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数字化时代已经到

来，但其作为记录和传播信息的物质载体仍然有着不

可替代的地位。伴随现代考古学的发展，田野考古调

查、勘探、发掘、室内整理产生了大量具有专业性、系统

性、唯一性①的纸本资料（文字记录、图纸、拓片、摹本

等）②。考古发现的纸质文物和出土文物的拓片资料等

为推动考古学及其多学科合作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同

时这些形式多样的原始资料及其蕴含的信息也构成了

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重要文物和历史记录，属于

考古档案③，是国家宝贵的信息资源与精神财富，具有

极高的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不同于一般的纸质档案，拓片是使用中国传统手工

纸，以传拓方式将碑帖和金石陶瓷器物上的文字、图案

提取下来的纸质文献。目前学界一般认为纸墨传拓技术

始于汉魏南北朝④，历经千年传承至今。虽然历史悠久，

时至今日拓片仍然是一种科学有效记录器物的方法，能

够真实、清晰、完整、准确地对实物信息提取与复刻。

其操作不受角度、光影、距离等外界因素局限，有着绘

图和现代数码科技无法替代的优势。因此，被广泛应用

于田野考古及其出土遗物的室内整理工作中。 

田野考古拓片的拓印对象通常是具有研究价值的

古代碑碣、造像、青铜器、陶器、砖瓦、古钱币等纹样，

以及岩画等⑤。由于拓片能够直观反映物体原貌，实现

细节的精准刻画，故在无法接触文物本体的情况下起

到了替代作用，是撰写考古报告、推进学术研究的可靠

资料，拥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对于那些因时代变迁而

损坏消失或因自身条件缺陷无法再拓的器物，完整保

留下来的考古拓片则是无法复制，难以再造的“孤本”

档案，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除此以外，传拓技术能够

很好地保留与延续器物本身所蕴含的艺术特征，反应

当时的工艺水平，是唯一具备艺术价值和典藏价值的

纸质考古档案。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田野考古出土文物拓片在完

成编写考古报告素材的使命后，即被简单归类束之高

阁。值得注意的是，纸质档案一旦损毁无法再生。虽然

可以通过高清数字技术对纸面信息进行提取，也可以

利用微喷技术开展仿真复制，但二者不具备档案特有

的原始记录性，似真而实假。受使用材料以及传拓工

艺等因素的局限，未经过保护修复的拓片会存在不同

程度的破损、纸张变形等问题，缩短了保存年限。作为

见证历史变迁的珍贵物质实体，有必要让田野考古出

土文物拓片得到妥善保护。好的原件状态不仅有利于

延长档案寿命，更能为推进科学研究，考古档案的规范

管理，展示陈列，档案数字化起到积极作用。

田野考古出土文物拓片的保护已经迫在眉睫、刻

不容缓。已有的研究为进步推动田野考古出土文物拓

片的保护修复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⑥；有的专家针对

考古拓片的传拓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⑦。随着保护

理念的不断发展，有些研究在强调拓片的价值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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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同时，对保护与开发利用提出了设想⑧。

综上，就研究视角而言，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制作

工艺与保护理念两个角度出发，而对于考古拓片的保

护修复技术并未有涉及；就研究方法而言, 目前研究集

中在现状描述、理论探讨以及概念梳理，而缺少对考

古出土文物拓片的修复实践。因此，本文尝试从科学保

护修复视角，以辽上京遗址出土的文物拓片为研究对

象，分析考古出土文物拓片的主要病害类型与受损机

理。本着最小干预、可逆性、通用性与实操性的理念，

参考国外保护装裱经验，严格遵守并执行我国档案文

献的相关修复标准，详述适用于考古出土文物拓片的

修复与保护装裱技术步骤和操作要点。提出考古出土

文物拓片的保护修复要在整体观下辨证论治，降低修

复技术难度，走优化、简化之路，提高保护工艺的可操

作性，让更多的田野考古出土的文物拓片得到更好的

保护。本次保护修复有田野考古出土的柱础石、瓦当、

滴水、钱币等127幅文物拓片。

二、文物拓片保护利用的难点

传拓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操作时极易出现

拓片撕裂、破损，尤其是拓印大尺寸器物。这时就需

要对拓片进行修复补全。与传统书画装裱和古籍修复

技术不同，为了更好地保护拓片的真实性与艺术性，

修补时要对字口与纹饰凹凸感予以保留。而目前掌握

这项技术的人员十分有限。

文物拓片在制作的过程中，纸张受到捶击发生变

形，同时表面还覆盖有大量墨迹，并不适合单片保存，

需要进行保护性装裱。册页和整装（整体托裱装为卷

轴）是目前最常见的两种拓片装裱形式⑨。而二者在功

能上起到便于展示，增加作品视觉美感作用，并非现代

意义上科学的档案保护。此外，传统的装裱工艺工序复

杂、操作难度大，只能由专业人士操作。对于那些年代

晚，纸张状态好，存量大的单片，有些机构还会采取折

叠保存的办法。虽然操作更省时省力，但就纸质档案的

保护其实并无益处。长期叠压不仅容易使纸张变型，也

为日常维护、调阅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

三、主要的病害及成因分析

受传统手工纸材质特性影响，文物拓片属于脆弱

且难保存的一类纸质档案。笔者接触到辽上京遗址考

古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拓片，参考《纸质档案抢救与修

复规范》（DA/T 64.1-2017）与《明清纸质档案病害分

类与图示》（DA/T 61—2017），结合田野考古出土的

文物拓片普遍年代近，破损等级轻的特点，归纳出

常见的病害类型：污渍、皱褶、折痕、变形、断裂、

残缺⑩。（图一）

修复前                                                  病害示例图                                               修复后

图一  田野考古出土文物考古拓片

污渍       褶皱       折痕

变形       断裂       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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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渍
通常来讲，纸质文物拓片的病害产生与使用材料、

制作工艺、保存环境和人为因素都有密切联系。具体到

文物拓片，污渍多是在传拓过程中因人为操作不当

遗留下的墨迹、水渍，以及使用过程中人员触摸产生

的痕迹。

尘垢也是导致纸张出现脏污最普遍和最主要的

原因之一。大气颗粒干沉降本是地球空气净化的一种

过程，但如果大量颗粒物⑪长期沉积在纸张表面就

会留下痕迹。这种物质所含的化学成分极为复杂⑫，

还携带细菌、霉菌和病毒等微生物体⑬，可对纸张造

成化学与物理性的伤害。在颗粒物长期而持续的作

用过程中，会加速纸张的水解、书写材料褪色和洇

散⑭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大气颗粒物分布分散，且成

不规则形状，在日常翻阅和搬运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会使纸面起毛、字迹变浅，严重时甚至会造成信息丢

失。灰尘还具有较强的吸湿性，吸收空气和纸张的

水分后，会导致纸张粘连。最后，携带有害微生物体

的大气颗粒物在以纸张为养料的同时，会释放大量的

有机酸，进一步加速纸张的水解和老化。因此，在保

护拓片的过程中要尽量将污渍带来的不利影响降至

最低。

（二）褶皱、折痕、变形、断裂

纸张绵软的特点使其特别容易受到外力影响发

生形变，也给纸质档案保护工作带来了难度。传拓时，

打纸、上墨工序的大力锤击，产生的不规则的纹理；保

存中，挤压、折叠的长时间外力负荷，形成无法自行恢

复的形变，都是最常见于文物拓片的问题。此外，由于

纸张具有较强的吸湿性⑮，对环境温湿度变化极为敏

感。伴随空气中的湿度变化而发生吸湿和脱湿过程，

也是引发形变的原因之一。

外力作用与环境因素，打乱了纤维素分子间原有

规律的氢键排布，在新的位置形成氢键并固定下来，

发生塑性形变。长期处于变形状态，纸张机械强度会

逐渐降低，变硬，发脆，严重时甚至会发生断裂。这种

不规则的外形扰动，还会影响书写材料在基材表面的

牢固程度。因此，在纸质档案的保护修复中有必要对

载体变形进行人为干预。值得注意的是，塑性形变的时

间越久，纤维老化越严重，恢复难度也就越大⑯。所以，

对于文物拓片的人为干预宜早不宜迟。必须明确的是拓

片矫形是基于延长拓片寿命所做的保护工作，而非美

化处理。

（三）断裂、残缺
田野考古出土的文物拓片的断裂、残缺多是由于

操作人员技术不熟练或经验不足、操作失误以及保存中

长期挤压所致。

为防止破损面积进一步扩大，保护纸质档案的完

整性、艺术性，要对断裂及破损部位及时进行修复。

四、文物拓片的修复标准与修复步骤

（一）修复标准
考古出土的文物拓片虽有特殊的艺术价值，但更

多是作为纸质档案发挥价值。开展工作时应以档案文

献的标准为主，以《纸质档案抢救与修复规范》的相

关内容为指导。

文物拓片是未经装裱和托裱过的单张拓片。在对

其进行保护处理时要尽量保留字口和纹饰凹凸感，保

持档案原貌。对于断裂、残缺处的修补加固使用符合

要求的粘合材料。装裱要符合最小干预，起到保护拓

片，延长档案寿命，便于科学管理的作用。

（二）考古出土的文物拓片的保护修复程序

与注意事项

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拓片的保护修

复步骤如下：

清洁—回潮—压平—修补—局部压平—保护性

装裱—装盒入库 。（图二）

1．清洁

清洁是保护修复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极为重要的

开始。通过对基材适当力度的物理性摩擦，起到减轻

和去除脏污痕迹，防止有害物质对拓片破坏和腐蚀。

工作时需先用软刷对拓片正反面进行除尘；再使用乳

胶块（SBR丁苯乳胶）以点蘸手法对纸面进行轻微摩

擦；最后用吸尘器对纸面进行再次除尘。

2. 回潮

塑性形变是长时间受到过大外力负荷而无法恢复

的一种形变。提升纤维微环境的相对湿度，增加纤维

含水量，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变形回弹率，有恢复形

变的效果⑰。故拓片的形变问题可以通过回潮得到缓

解与改善。

结合传统手工纸质地柔软、吸水性强，以及拓片

浓墨与凹凸纹理的特点，本次案例中使用了间接给水

的的回潮方法，即喷湿吸水纸，将其覆于拓片表面，上

木板压平。

先将拓片两面分别覆盖无纺布，画心朝下静置于

台面；打湿的吸水纸覆盖在上方的无纺布表面，最后

再覆一层塑料薄膜，静置约15~20分钟。 

无纺布要能够完全的覆盖住拓片，回潮时拓片需

朝下放置。吸水纸要喷湿到不滴水状态，保证纸张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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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气而非直接与水滴接触。（图三）

3．压平

压平是对纸张重新塑形的重要过程。利用此时纤

维松弛易伸展好塑形的优势，通过人力对褶皱的局部

驱赶以及大理石对整体的矫形，在缓慢降低环境湿度

的过程中，“取回”纸张纤维所吸收的多余水气，同时

形成新的次价键，待与外界环境的相对湿度平衡后，

使纸面保持在人力赶褶和重物轻压后的稳定状态，抵

消之前存在的不良变形。

将微潮的拓片正面朝上放置在工作台，用折纸骨

对除拓片凹凸痕迹外的褶皱、折痕进行按压驱赶。赶

褶完成后再将拓片上下依次附上垫无纺布，打湿的吸

水纸、卡纸，平铺于两块木板间，用适当重量的大理石

块进行压平。

赶褶、压平要在纸张潮湿状态下进行。操作时一要

控制时间的把握，防止水分蒸发纸张干燥；二要小心操

作，避免大力度按压造成纸张破损。

4. 修补加固

为防止破损面积进一步增大，保证拓片的完整

性，要对有破损的拓片进行修补。考古拓片的破损主

要有撕裂与残缺两种。

本次使用了贴条补裂以及补纸补缺两种方法。

贴条补裂用到了日本典具纸。根据“伤口的大小”

先将典具纸裁剪成宽约0.5厘米左右的长条，将其嵌入

缝隙，从两侧分别涂刷4％浓度的Tylose MHP 300（羟

乙基甲基纤维素）溶液，用折纸骨适当按压修复处，密

实胶层。

补纸使用了与拓片同期购置剩余宣纸。先用铅笔

在拓图纸上先描绘出残缺形状，再将生宣纸放于拓图

纸下方，针锥沿描绘形状扎孔，撕下，用Tylose溶液粘

合在破损处。

5．局部压平

为防止粘胶处水分蒸发局部出现水渍与褶皱，趁

修补处仍处于相对湿度较高的状态时，利用铅块重量

对粘合位置适当施加外力负荷，让纸张保持在被重物

轻压下的平整形态。在施胶处铺一块无纺布，上方依

次盖吸水纸及卡纸，并用小型的铅块压住，直至纸面

完全干燥。

6．保护装裱

田野考古出土的文物拓片的装裱应起到保护拓

片纹理凹凸感，加固和稳定纸张，减少外部因素对拓

片损害。

窗口尺寸要在拓片图案大小的基础上下左右分别

外扩5毫米；破窗位置比例即上下边45%：55%，左右边

图二  保护流程工序示意图

物理清洁          回潮            压平

修补              局部压平              保护性装裱

装盒      入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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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0%。

用美纹纸胶带将面卡、底卡连接；将拓片校准放置

在窗口下方正中位置，用无酸胶带进行固定。（图四） 

7. 装盒入库 

为了对田野考古出土的文物拓片进行更好的保存

与科学的管理，装裱完成后需将拓片放入专门的装具

中。根据遗址发掘的年份、区域、器物类型、装裱尺寸

依次排序入库。

此次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的文物拓片收纳装具

包括PP材质的双层档案盒、定制木架与以及档案资料

室中最常见的铁质文件柜和工程图纸收纳柜。档案盒

分为A4、A3两种大小，每盒平均可收纳10~11幅拓片。

拓片入盒后，填写档案标签，放入支架内。这样存放

在有效支撑保护的同时，合理增大了收纳空间，方便

随时调取、查阅。异型与特大型拓片则收入工程资料

图纸柜中进行保存。

五、修复中的问题与思考

田野考古出土的文物拓片的保

护工作讲究耐心、细致和责任。不科

学的保护方式，不合理的修复方法，

不严谨的工作态度都是影响文物拓

片寿命的重要因素。针对这次辽上

京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拓片的

保护修复实践，笔者简要谈谈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与思考。

（一）在整体观下工作 

保护修复者在工作时不能以拓

片个体为单位工作，要有整体观大

局观的工作意识。不能根据个体拓

片尺寸随意装裱。要做好整体规

划，合理规划空间布局，考虑档案

安全以及功能的合理性。

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拓片

以档案文献的形式服务大众。结合

市场上常见的档案收纳柜的尺寸，

以及辽上京遗址出土的文物拓片

画心的不同大小，将装裱尺寸范围

定为：A5~A0；其中，A5~A3的数

量最多，装裱完成后放入PP材质

的文件盒中，在盒外侧统一备注档

案盒编号、名称及拓片内容以便后

期的快速查找调阅。根据年代、区

域、器物类型、纹饰分别将档案盒

放入定制的木架中。木架起到防止

重量叠压，优化利用存储空间的作用。A2及以上的特

大型拓片则收入图文柜中进行保存。

（二）灵活变通，优化保护工作模式

田野考古出土的文物拓片的保护修复工作在遵

守相关标准规范的同时，还要积极运用现代科技，降

低修复技术难度，走优化、细化、简化保护流程，提

升工作的实操性，才能让更多的纸质资料得到合理的

保护。

回潮和拓片加固，是整个田野考古出土的文物拓片

保护工作中最具难度的两个环节。

对于纸质档案的回潮，东西方目前最常用的做法

包括：喷潮、闷润⑱、水性凝胶⑲、超声波雾化和戈尔特

斯（Gore-Tex）⑳。喷潮易使纸张变形，出现水渍；闷润

法缺少对纸张本体的保护，对操作者的技术要求高，一

旦操作不当容易撕裂纸张，破坏拓片的完整性。西方常

用的几种回潮材料虽然操作安全简便，但材料成本普

图四  保护装裱形制

图三  拓片单面回潮操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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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偏高。本次对考古出土的文物拓片的回潮将戈尔特

斯材料的结构与我国传统技术相结合。将平滑耐撕扯

的无纺布材料放在吸水纸与拓片之间作为媒介，均匀

渗透水气的同时，也能有效保护拓片本体，大大简化了

回潮的操作难度。

托芯，是目前最常用的拓片保护加固的方法，即

在画芯的背面托裱一层纸。无论是湿托还是搭托对

操作者的技术水平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且湿托容易

使纸张变形，搭托则存在空壳风险。本着最小的干预

的操作理念，这次对文物拓片的加固未沿用传统方

式，而借鉴了西方的保护性装裱。借助卡纸的厚度、

硬度优势，对拓片进行更为有效的保护。面卡从正面

搭建起一个2毫米的保护空间，有效保护拓片的凹凸

感，避免收纳时纸张间的相互摩擦。背卡起到承托固

定拓片的作用，并用无酸胶带将拓片固定在背卡上。

与传统单一加固的目的相比，对于田野考古出土的文

物拓片的保护，西式的保护装裱更具优势。首先，这

种形式满足了现代对于档案文献保护最小干预，操

作可逆以及材料安全的要求。其次，该装裱形式实现

了对拓片的多面保护。更重要的是，技术难度低、更

容易操作。

六、结语

纸质档案的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既要坚守使命

认真完成工作，又要锐意进取不断推进创新。能够接

触到田野考古出土的文物拓片的保护修复工作，如此

大量地进行保护实践并积累了一定的修复经验，笔者

深感荣幸。工作在整体的保护观下，结合田野考古出

土文物拓片的物质属性，将我国传统的修复技术与现

代的材料有机结合，提升了保护修复技术的实操性，使

更多的田野拓片得到了保护。

致谢：在文物拓片修复过程中，得到了辽上京考古队

相关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