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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

跨越时空的艺术守护
●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 文/图

古字画装裱修复技

艺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艺

术的一项绝技，从晋朝时

期出现雏形，距今已有

1700余年历史。唐朝时，

随着字画之风的盛行开

始被重视。宋徽宗设立

画院，将装裱师列入官

职，我国字画装裱技艺开

始传入民间。明清时期，

装裱技艺发展为专门行

业，苏州、北京、上海、广

州、开封等地先后出现了

许多知名装裱铺。古字

画装裱修复技艺对书画

的展示保护以及古代书

画、珍贵文献的保存利用

具有重要作用，对弘扬和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开展文化艺术交流等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传

承人贾生福将传统手工

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传

入呼和浩特。历经5代传

承人的不懈坚持和努力，

该技艺得以传承保护和

发展。今年，古字画装裱

修复技艺入选第八批自

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最近，不少市民在乘坐地铁时发现，在新华广
场站、呼和浩特站、内蒙古博物院站、将军衙署站等人流量较大的地铁站
候车时，可以看到全新设置的“数字图书墙”。“数字图书墙”打破传统借
阅模式，采用“云端书库+即时阅读”的智慧服务形态，乘客只需拿出手机
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在手机端阅读或收听图书内容，在候车和乘车之余，
享受阅读的乐趣。

据了解，为进一步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擦亮“北疆文化”品牌，切实推动
文旅融合，营造出浓厚的书香氛围，呼和浩特图书馆携手呼和浩特地铁，首
次推出数字资源进地铁活动。

呼和浩特图书馆为全市读者精选了各类图书，不仅包含《庆余年》
《六姊妹》《小巷人家》等热门影视剧原著，还有《乡土中国》《时间简史》等
名家名作。同时，为年轻读者挑选了时下流行的精品网文，满足不同年
龄段读者的需求。“数字图书墙”还特别设置“精品分类听”栏目，读者可
以在精细化、个性化的分类条目中找到感兴趣的有声书籍，只需一副耳
机，即便在嘈杂的上下班路上，也能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赛博听书室”，利
用碎片时间充实自我。

此次数字资源进地铁活动，通过载体创新、文化传承、乘客互
动等，实现全方位传播、全场景阅读，让阅读触手可及。未来，呼
和浩特图书馆将不断深化数智创新，赋能图书馆服务模式转型升
级，继续协同各方力量，为呼和浩特市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
力量。

呼和浩特地铁“数字图书墙”

让阅读触手可及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流
动的盛宴——中国饮食文化”特别展览，
以“流动”为视觉主轴，串联起中华饮食文
明的演变历程。逾 110件珍贵文物惊艳亮
相，其中8件为国家一级文物。

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
博物院联合主办，除展出两馆馆藏外，还
云集大英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
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香港艺术馆和
香港茶具文物馆的精彩文物。展览共有 4
个单元，分别探讨饮食器具在精神、文化
与空间中的移动。

步入展区中央，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作
父丁尊和鲁侯爵在灯光下泛着神秘光彩，
格外引人注目。“它们是西周时期用作祭
祀的青铜礼器，被视为沟通人神天地的重
要媒介，体现了中华文明‘礼食同源’的观

念。”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研究员蒋得庄
介绍。

汉唐时期，西域食材及饮食习惯逐
渐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外饮食风俗
文化不断交汇、融合。展出的这把唐代
凤首壶以三彩釉陶制成，壶身修长、凤
冠高耸，把手和流口展示了西方以倾注
方式倒酒的饮俗如何改变中原盛酒的
习惯。

明清年间，随着士人游历之风的兴
盛，便于携带的饮食器皿随之普及。在
锦纹葫芦式提盒的展柜内，带格食盒、酒
壶、盘碗、匙筷等一应俱全，做工精妙，
设计巧思诉说着古人融合审美与实用的
智慧。

文人墨客笔下关于游宴的诗文画
作 ，也 构 成 了 博 大 宏 富 的 中 华 饮 食 文

化 。 来 到 展 厅 另 一 边 ，蒋 得 庄 指 着 解
缙 所 作 的 草 书《游 七 星 岩 诗》说 ：“ 他
在 诗 中 提 到‘ 柳 莺 满 树 春 风 啭 ，共 坐
高 吟 把 酒 闻 ’，可 见 当 时 解 缙 是 带 酒
出游的。”

展览的多媒体互动体验区内，香港
市民刘子瑜正在用触屏模拟点餐。古今
场景转换间，各样菜式的烹调过程和不同
食器的前世今生跃然眼前。

历经数千年的文化流变，吃饭不仅是
为了果腹与生存，更成为生活方式的集中
表达。调羹弄膳之间，处处流露着烟火气
息与生活趣味。无论是先秦时代端庄厚
重的青铜器，还是清代设计精巧的提盒，
都默默见证着中华文明发展历程里古今
融通、中外互鉴的轨迹。

（据《人民日报》）

解缙所作草书《游七星岩诗》 故宫博物院供图

唐代凤首壶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供图

食器流转 盛宴千载
●陈然

日前，记者走进玉泉区大东街的杨秀娟文
化艺术工作室，见到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传
承人杨秀娟正在埋头伏案修复古画。在采访
交流中，记者了解到她沉心于故纸堆，用妙手
让破碎古书画“起死回生”的日常工作，也感

受到了书画修复工作承载的历史价值和文脉
传承。

杨秀娟从事古字画装裱修复工作已有 40
余年。年少时，她受到北京荣宝斋第三代传
人程光老师的指导，历经数十年的钻研学习
和实践操作，熟练掌握了字画修复技术和装
裱工艺。她的作品不仅制作精良，用料选材
也极为考究。她对每道工序都严格把关，并
在装裱形式和技法上不断拓展创新，形成独
特风格，得到了业内书画家和文博专家的一
致认可。

“书画修复急不得，慢工才能出细活。”
杨秀娟抬头微笑着向记者娓娓道来，古字画
装裱修复技艺是一门古老的传统技术，兼具
艺术性和实践性，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以及
工艺标准。通过去污、揭画芯、补画芯、托画
芯和全色 5 道主要工序，将古旧字画芯表面
的污迹清洗处理，再以揭裱、修复、全色等工
序进行精细作业，完善画面缺陷之后，按照
新作品的程序逐一完成，使其达到赏心悦目
的效果，真正恢复作品原貌，可谓“化腐朽为

神奇”。这一技艺不仅对配料有极高要求，
也是对传承人色彩审美水平和责任心的双
重考验。

谈及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的 5 道主要工
序，杨秀娟如数家珍。第 1步是去污，对水渍、
油漆渍、墨渍、铁锈渍、血渍、霉渍、印泥油渍等
常见的污渍，针对不同种类采取不同去污措
施。第 2步是揭画芯，揭去画芯背面的背纸和
托芯纸，其原则是干干净净揭掉，完完整整保
护住画芯，这是整个揭裱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道
工序。第 3步是补画芯，补芯的质量要求是“修
旧如新”，主要通过配补料和补残缺来完成。
第 4步是托画芯，托是集洗、揭、补 3个重要的
工序完成，能起到恢复书画气韵的作用。最后
是全色，全色旨在恢复画面的完整性，用中国
画的墨和颜料补全画面残缺褪色之处，直到看
不出填补的痕迹为佳。

面对一幅幅发霉破损的书画，外行人往
往感到惋惜，然而经过杨秀娟的修补，仍有“起
死回生”的可能。“虽然修复过程慢，繁琐的步
骤费时费力，但可以延续画作‘寿命’，使其真

正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杨秀娟说，根据书画作
品破损程度的不同，修复时间也有所差异，短
则一到两个月，长则半年甚至更久。

多年来，杨秀娟为杨鲁安、任德超等众多
书画名家、收藏家装裱过作品，先后为内蒙古
自治区文史馆、乌兰夫纪念馆、呼和浩特市档
案馆、内蒙古收藏家协会等单位装裱修复了
数百件重要藏品，并获得有关部门、行业协会
颁发的多项荣誉证书。杨鲁安先生对她的装
裱技艺赞赏有加，亲自为其题词“装潢技艺高
超，堪称书画的美容师”。

如今，除了勇攀艺术高峰，杨秀娟还积极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她以工
作室为依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古字画装裱
修复技艺人才。此外，杨秀娟经常举办公益
讲座，为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讲解、传播古字画
装裱修复技艺知识。

“每当看到修复后的字画，我都有种‘穿越
时空’的感觉，仿佛在与古人的智慧与情感

‘对话’。”杨秀娟说，未来，她将继续在古字画
装裱修复领域书写属于自己的艺术篇章。

通过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完成的作品

杨秀娟在给徒弟们传授第5道工序——全色

已经修复好的地契

杨秀娟正在修复古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