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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古画修复手法震惊英伦

邱锦仙与中国古画的结缘可以追溯到
1972年。这一年，上海博物馆决定招收知识青
年进馆工作，正在上海郊区插队的邱锦仙因为
表现优秀而被推荐进入了裱画组。在上海博
物馆工作的15年间，她先后师从扬帮的徐茂康
和苏帮的华启明两位师傅，深入地掌握了中国
传统的古画修复手法。

1987 年，邱锦仙经由同事引荐来到伦敦，
为一位台湾古董商人修复古画。当时的她，只
想来英国看看，了解一下外国裱画业的情况，
所以跟上海博物馆约定，两年以后一定回去。

当时，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敦煌学和中国
艺术史学者韦陀教授正在上海访问，得知邱锦
仙来到了伦敦，立刻返回伦敦与她会面，并极
力邀请她去自己工作的大英博物馆演示裱画
和修画技艺。邱锦仙演示的是修复一幅傅抱
石的画，是韦陀教授买来的，据说是从火里抢
出来的作品。当时那幅画有好几个大破洞，在
英国专家看来是不可能修复的。

“我一般先给画作‘号脉’，如果是绢本画，
就要首先看画掉不掉色：不掉色，就用热水来
洗；掉色，就用温水或冷水洗。”邱锦仙说。她
仔细地检查了这幅画作，确认不掉色之后，便
使用中国传统的修复方法，先用开水在画卷正
面洗了五次，洗完后把画卷背后的覆褙纸揭
掉，重新找到补纸，重新托，重新补，补好破洞
再全色。修复后破洞的地方跟原来的画心颜
色非常接近，很难看出修补的痕迹。英国人从
来没有用热水在正面洗过画，邱锦仙的演示让
他们都看傻了眼。“其实，他们本来没指望我能
修复好那幅傅抱石的残卷。”邱锦仙有些腼腆
地笑着说。

当时大英博物馆里只有日本和英国修复
师，他们没有任何装裱、修复中国古画的经
验。由于这次演示，大英馆长大卫·威尔逊和
东方部主任罗森当即力邀邱锦仙留下，在平山
郁夫东方古画修复室专门负责修复馆藏的中
国古画。邱锦仙接受了这份工作。

两年后，邱锦仙面临是否回上海博物馆的
抉择。罗森竭力挽留邱锦仙，任翻译的同事也
很愿意协助她办理工作签证和其先生的探亲
签证。她们的热情感染了邱锦仙，那些依旧

“暗无天日”的中国古画更令她不忍一走了
之。回忆起这段往事时，邱锦仙说：

“如果我不做这份工作，这些文物可能就
毁掉了。我修一幅画，就让一幅画重放光芒。
这样古画可以展出，可以供学者研究，可以让
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古画
原本是中国的，我这也是在抢救中国的文物。”

于是，在当时的大英博物馆馆长大卫·M。

威尔逊委托下，罗森给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馆
长写了一封信，感谢对方同意邱锦仙继续在大
英博物馆工作，并希望和上海博物馆建立良好
的合作关系。在获得上海博物馆的许可后，邱
锦仙在伦敦留了下来，继续进行中国古画修复
工作，并且一做就是30年。

拯救《女史箴图》

邱锦仙在大英博物馆修复的中国古画中，
最著名的当属《女史箴图》唐摹本，这也是《女
史箴图》现存于世的最早摹本。

《女史箴图》可以说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一年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短暂的列展
时段，难得一见。据邱锦仙介绍说，这幅画已
有1600年的历史，当时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英
国军官克拉伦斯·约翰逊获得了这幅作品。
1905 年，约翰逊将《女史箴图》带到大英博物
馆，想要卖掉画上的玉扣。在博物馆工作的历
史学家西德尼·考尔文等人意识到这幅画的价
值，用25英镑买下了这幅《女史箴图》。

由于年代久远，《女史箴图》在修复之前，画
卷上的丝绸已经皲裂，僵硬而脆弱，绢都变成了
一丝丝马上要脱落的样子。大英博物馆一直在
考虑如何修复这幅画，但修复方案却迟迟没有
确定。2013年夏天，大英博物馆召开研讨会，邀
请世界各地的学者和专家讨论如何修复《女史
箴图》，最后决定不能重新装裱，只能在原画的
基础上进行加固。邱锦仙根据过去的修复经
验，提出使用由淀粉糨糊和化学糨糊混合起来
的混合糨糊进行修补，这样既能保证合适的黏
度，又不会留下糨糊的痕迹。为了谨慎起见，大
英博物馆将这种混合糨糊送到实验室进行检
验，结果发现这种糨糊非常理想。于是邱锦仙
和她的助手们就用这种材料在显微镜下为《女
史箴图》进行修复，每天不停地工作，用放大镜
三寸三寸地添糨，用了整整两个月时间，终于将

《女史箴图》修复完毕。邱锦仙还为《女史箴图》
进行了全色，这是只有技艺高超的古画修复师
才能完成的工作。她用藤黄、朱砂和墨调配出
适合的颜色，将残缺破洞处补好，也重描了一些
褪色部分，颜色和原画本色就拉平了。

邱锦仙说，现在的《女史箴图》非常牢固，
再放上两三百年都没有问题。如今，《女史箴
图》保存在两个由德国公司设计和制作的价值
10万英镑的恒温恒湿的展示橱中，每年只有在
中秋节、春节以及亚洲艺术节等重要日子观众
才得以一睹真容。

除了《女史箴图》之外，邱锦仙修复的中国
古画还有明代朱邦的《紫禁城》、元代赵孟的《双
马图》、盛懋的《雪景图》以及明代张翀的《瑶池
仙剧图》等等。迄今为止，她已经修复了三四百
幅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中国古画，其中大约有一

半是中国历代古画，另一半则是来自敦煌藏经
洞的敦煌绢画。现在，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的敦
煌绢画已经全部被邱锦仙修复完毕，只留下了
一幅，这是邱锦仙的主意，为了留给世人看看，
这些敦煌绢画在修复之前究竟是什么样子。

来之不易的绢布

修复古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找到与
原画作质地、纹路和颜色相同的绢布，用之进
行修补并在上面全色。邱锦仙说：“如果没有
这些绢布，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她使用的绢
布，都是她的师傅华启明留给她的，是从残破
的古画上提取出来的绢布残片，既有同时代的
旧绢画，也包括同时代画家临摹大师的赝品
画，或者没名气画师的作品，“但现在这些画也
成了古董、收藏热点，身价倍增，所以越来越难
找了”。2014年，邱锦仙从国内带回了一包绢
布，可是却遗失在了伦敦地铁里，每每想起此
事，邱锦仙都心疼不已。“这些绢布本身也是古
董，对于裱画师来说，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所
以我用得非常节省。”邱锦仙说。

艺术和匠心的传承没有国界

65岁的邱锦仙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可是大
英博物馆却舍不得让她退休，她也不忍心扔下
那些残破的古画不管。于是，她依然每天守着
那些古画，一丝不苟地进行着修补工作。她
说：“如果可以，我希望一直将这份工作做下
去，希望能修复更多的中国古画，让全世界都
看到中国有这么多伟大的艺术作品，知道中国
在艺术领域是多么领先。”

现在，除了修复古画之外，邱锦仙还经常
受邀回国，在各个博物馆、大学、美术学院等地
演讲，介绍自己修复古画的经验，传播中国古
画修复的传统技法。

她还收了两个“洋弟子”，其中一个叫作瓦
朗蒂娜的女弟子已经跟随了她12年，另一个叫
作卡罗的女弟子也跟她学习了6年。“她们从裁
纸、打糨糊、练棕刷刷墙开始学习，天天练习，
直到手上有了老茧，手腕有了软硬劲道，才算
完成基本功。她们现在还不能算出师，我希望
再带她们几年，能让她们把中国传统的修复方
式学成。”邱锦仙说。

瓦朗蒂娜跟我说，学习中国传统古画修复
方法非常不容易，为了保持手腕的灵活，她们
每天都要进行“刷墙练习”。此外，还要学习欣
赏中国古代艺术，只有理解了古画的韵味，才
能更好地进行古画修复。

瓦朗蒂娜表示：“邱老师是古画修复的第
一代艺术家，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第二代，将
中国古画修复技艺传承下去。”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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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的东方书画修复
室见到邱锦仙时，这位
65岁的老人正在修复
一 幅 宋 代 的《双 牧
图》。她告诉笔者，这
幅画她已经修复完一
大半，希望很快可以向
公众展出。

修复古画的工作，
邱锦仙已经做了44年，
单是在大英博物馆就有
近30个年头。她的一
生都在进行着中国古画
的修复和装裱工作。

近日，丽江等古城因收费问题饱受争议，
大家开始念叨起故宫的好来。“所有国内古建
筑门票超过故宫的，当地的书记市长都应感
到羞愧”的说法一度刷屏网络。3月7日，故
宫博物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单霁翔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票价的对比，对于故宫而
言无意义。”“我们也不跟别的地方比，故宫有
故宫的特色。”

院长的“不比说”给同行留了个面子，但
票价的对比打的却是各地景点的脸。所谓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行不愿意跟故宫
比，一比就心虚，但对老百姓来说，这样的对
比恰恰是最有意义，最能说明问题，也是最
理直气壮的。

要论景点价值，故宫是我国明清两代的
皇宫，集我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是世界上
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
建筑之一，它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其
他古建筑景区没有办法相比的。故宫说自己
第二，估计没有人敢称第一，可是要论门票，
还有几家收得比故宫少的？这种性价比的差
异很容易得出公允和贪婪的不同结论。

要论维护成本，故宫只会多不会少，很多
景点喜欢拿保护和维修说事，仿佛不收这么
高的票价，就维持不下去，就有保护失职之
虞，他们真应该去故宫取取经，看看人家是怎
么做的。

要论收益，故宫旺季60元、淡季40元的
门票十几年没涨过了，可这十几年中，有些景
区已经涨过好几轮了，故宫针对不同人群、不
同季节制定了非常人性化的减免措施，可是
一些景区已经没有淡旺季之分也没有人群之
别了。门票比别人低，维护成本比别人高，收
益比别人少，可什么时候听到故宫抱怨过，这
么一比，高下立判。

当然有一点确实不能比，故宫是国家的
文化单位，有雄厚的国家财政做保障，它的票
价制定更多体现的是公益性质，一些地方财
力有限，适当收得高点也无可厚非，问题是，
现在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票价都
已经高高在上。每个地方在保护景点上都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付出了人力付出了物力，这
些贡献理应得到尊重。问题是，一些地方完
全摒弃了景点的公益属性，一头扎到了经营
属性上。

票价不仅超出了正常维护所需，超出了
合理补偿所需，在很多地方，也超出了正常经
营的范畴，变成了一种暴利行业。建个山门
就收钱，把正常的维护支出当成了涨价的理
由；把原本应该由公共财政负担的那一部分，
一股脑地推向市场；把原本属于公共资源的
景点地方化、部门化、个别人化。一些地方嫌
一个景点赚得不够多，把整个地区有点名气
的景点都打包在一起搞捆绑销售。收门票仍
嫌不过瘾，还整合上市，将门票经济演绎到极
致，让利益最大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故宫的良心价确实具
备了探照灯的意义，它照出的是一些地方的
贪婪，照出的是一些地方对公共资源的滥用，
对公权力使用的不节制，对公共利益的漠视。

旅游行业的乱象，不文明行为某种程度
上都跟这种功利性的价值观有关，你抱着杀
猪的心态对待游客，怎么可能希望从业者善
待游客，你营造的是唯利是图的环境，怎么可
能指望在这样的土壤上长出绚丽的文明之
花？社会有必要制定更有力的政策，明确景
点开发的公共责任和经营责任，把故宫的成
功经验推向更多的地方。

（据《钱江晚报》）

故宫门票的良心价
打了谁的脸

黑银两色组成的场景里，小贩、商客、纤
夫、船工等800余位人物神态各异，桥梁、房
舍、车辆、帆船等几百个物件精美别致……近
日，一幅铝箔画版《清明上河图》“火了”。

这幅气势恢宏的作品是山西临汾市民高
保安耗时近3年，用6000多个普普通通的易
拉罐做成的。高1.3米、长28.8米，放大了近5
倍的铝箔画版《清明上河图》，让人可以清晰
地观察到作品中的细节，感受到北宋都市的
繁华。

一次偶然的机会，高保安在翻阅手边的
材料时，接触到了“铝箔画”这个陌生的艺术
概念。看着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易拉罐，他萌
生了利用这些废弃品作画的念头。

小小的易拉罐，展开边长只有 21 厘米，
高保安就在这样的“画纸”上一笔一画地创作
起来。高保安说，一个易拉罐通常连一个人
物都做不出来，从材料到成画却足足要经过
26 道工序，临摹、裁剪、磨压、粘贴……每一
个步骤都至关重要，很多细节需要用放大镜
一点一点去雕琢。

“我很向往艺术。”高保安坦言，自己虽然
没有任何专业基础，但一直有动手制作东西
的爱好。之所以选择用抗氧化处理过的易拉
罐再现《清明上河图》，是为了让更多人欣赏
到这幅旷世奇作的神奇。

（据新华网）

临汾市民易拉罐拼出
28米《清明上河图》

论评 PINGLUN

3月刚到，家住阿坝县麦昆乡的昂金措迫不
及待地赶到各莫乡的“甲勒桑民族传统裁缝技
艺传习基地”，比其他学员提前了至少十天时
间，开始了新一年的裁缝技艺学习。“希望自己
学成后能够创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裁缝
店。”昂金措笑道。

昂金措所在的“甲勒桑民族传统裁缝技艺
传习基地”，去年5月被公布为阿坝州第一批非
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这里作为阿坝县民族
传统裁缝技艺传习场所，每年都有一批农牧民
子女前来学习。

“甲勒桑民族传统裁缝技艺传习基地”的创
始人名叫甲巴，今年60岁，是阿坝县各莫乡人。
老人从17岁开始学习各种传统裁缝技艺，掌握
了藏式传统服装、帐篷、饰品等的制作工艺。
2010年，甲巴被青海果洛州多杰旦民族职业学
校聘请为传统裁缝技艺老师。

2013年，甲巴带着家人回到阿坝县各莫乡，
开始在本地传授裁缝技艺。他租地建立传习
所，招收青年学员前来学习传承民族技艺，所有
费用一律免除，还给学生提供食宿条件。2015
年，甲巴自筹资金50万元，在各莫乡另一处地方
修建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如今，自己还欠着30

余万元贷款。
问及为何回乡办传习所，甲巴老人一脸微

笑，他说，传习基地并不是为了商业，一方面，他
想利用这样的机会帮助家乡的贫困农牧民就
业、脱贫，“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教学，将民族传
统技艺传承下去。”

由于甲巴实行免费教学，引来不少当地和周
边农牧民家庭子女前来学习，很多孩子从松潘、
红原、若尔盖甚至青海等地赶来接受技艺培训。

学生中不乏男学员，他们很多都是来自周

边地区的农牧民孩子。
昂金措就是甲巴众多学生中的一员。今年

19岁的昂金措已经在“甲勒桑民族传统裁缝技
艺传习基地”学习了5年的裁缝技术，如今她已
经熟练掌握了各式藏式服装和帐篷的制作技
艺。昂金措对甲巴老师能收自己为徒心怀感
恩，昂金措的爸爸多年前去世，为了分担妈妈的
负担，初中毕业后她就来到传习基地学习裁缝
技艺。“希望自己学成后能够创业，开一家属于
自己的小裁缝店。”昂金措计划，等自己的技艺

再精湛一些，就可以创业挣钱，还能补贴家用。
对待学生，甲巴总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

知识传授出去，不仅自己亲自当老师，他还让同
样掌握了传统裁缝技艺的女儿甲仲也加入到传
习基地教学中。如今，甲巴和女儿同为阿坝县
第四批民族传统裁缝技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父女两人还同时担任基地
的老师。如今，甲巴所创的传习基地已有40多
名学生结业，还有不少学生正在学习培训中。

（据四川新闻网）

父女上阵同教学

裁缝传承基地只传艺不挣钱

学生们正在学习裁缝技艺。

在大英博物馆

中国古画的裱画师

对待学生，甲巴（右）总是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技艺。学生们正在传习基地内学习裁缝技艺。

邱锦仙正在修复古画。
➝邱锦仙带学生。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壁画及雕像。

顾恺之《女史箴图》。

大英博物馆中央大中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