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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多元价值 

及其体系构建探究 

——基于“苏裱”传承人访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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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价值多元化是中国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重要的特征之一。当前书画装裱修复从业者对技艺价值认

知程度不均，价值认知现状不能与多元价值共存的现实相匹配。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视角，书画装裱

修复从业者应从理念上重新树立多元价值观、方法上加强现代科技手段的有效介入、理念上重视传承人整体情况的

深入探求、行动上加快技艺科学化研究进程等几个方面来全面构建技艺多元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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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又称“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一般是指包括洗、揭、补、全等修复技艺以及装裱技艺在内的整套技

艺流程，有别于现代机器装裱技术和新画装裱工艺。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在中国历史悠久，随着时代发展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技艺流派，如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的“苏裱”和“京裱”，就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流派[1]。“苏裱”，作为起源于苏州地区

的传统装裱流派，因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有着较为显著的“苏式”特色，如技艺上更重视技术细节的处理，装裱材料配色上追求

淡雅之风，装裱风格上更倾向于为“文人字画”服务等。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于 2004年被列入非遗保护体

系。作为一项国家级非遗，价值多元化必然是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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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十八条明确指出的，“国务院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

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2]因此,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非遗应具有

“重大”的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这也是国家级与地方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重要区别
[3]
。 

本文是基于“苏裱”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思考，在南京博物院科研项目“编写《苏裱口述史》”的支持下，课题组以“苏裱

技艺的历史演变及当前传承情况”为出发点，调研了国内二十余名装裱修复技艺从业者。被访谈对象主要包括国家级非遗“装

裱修复技艺”传承人，上海和江苏苏州、南京等地方非遗“装裱修复技艺”传承人代表以及业内著名的装裱修复师代表。他们都

是目前仍在从事书画装裱修复工作的老一辈技艺大师，是苏裱技艺发展的参与者、见证人，为传统技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访谈过程中谈及苏裱技艺的当代传承问题时，课题组发现，几乎所有传承人更为关注的是技艺本身的实用性和效用性，对

技艺实用价值的追求也成为其对下一代传承人考核的唯一要求。这一共识的出现不由得触发了课题组对于传统技艺的当代价值

的思考。而当进一步深入探讨当前的从业群体对技艺价值的认知程度时，课题组发现他们对技艺价值的认知均停留在了单一层

面，远远未能与当前非遗的多元价值内涵相适应，也不利于当前保护视角下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全面有序传承。因此，从保

护传承的角度出发，重新梳理与挖掘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当代价值内涵，并结合当前技艺价值认知现状来思考技艺多元价

值体系的构建方法就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 

一、当代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价值内涵及其认知现状 

在官方和社会各界对非遗保护的倡导之下，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集多元价值为一体的非遗观念已逐渐引起重视。但是，课

题组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目前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价值认知现状仍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从业者对各种价值的认知程度极为不均

衡。 

1.实用价值：认知程度最为充分 

在传统社会，实用性是一切手工技艺产生并得以持续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传统手工技艺的根本价值所在。日本著名民

艺大师柳宗悦认为：“工艺就是用的艺术”，“‘用’是超越一切的工艺本质”[4]。就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而言，其产生的最

初目的是保护、保存中国书画作品，使之便于长久观赏及展示。明代时，周嘉胄更是将装裱修复技艺的作用与书画作品价值相等

同，其有言：“故装潢优劣，实名迹存亡系焉。窃谓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5]在此，技艺的实用价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此外，在古代装裱师、鉴赏家眼里，优良的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可以增加书画作品的价值，而技艺粗糙者却会使书画作品贬值甚至

成为弃物，正如“其书画高值者，装善则可倍值，装不善则为弃物”
[6]
。因而，装裱修复技艺的实用价值不但体现在对书画作品

的保护作用上，还体现于对书画作品的增值作用中。 

鉴于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对书画艺术品的保护作用，实用性一直以来就是技艺传承的主要内容，发展至今几乎成为师徒

传承的唯一内容。受其影响，当今从业者必然更注重技艺实用价值的挖掘，书画装裱修复过程的记录以及相关修复难点、修复技

巧的剖析也成为当前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目前，不同类型书画作品的装裱修复过程以及技艺细节处理均得到了详细描述和完整

说明，为传统书画的装裱修复工作提供了众多极具操作性的修复案例。这些研究成果多以论文和个人著作的形式出现，往往配以

详细的手工操作图片，图文并茂地阐释修复步骤，如《图说中国传统手工书画装裱》[7]《图说中国书画装裱》[8]《中国书画装裱

技法》
[9]
等。由此可知，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对书画作品修复、保护的实用价值在当代已得到了充分挖掘与展示。 

2.技术价值：尚未得到全面发掘 

技术价值是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实用价值的内在支撑，也是实用价值得以凸显的核心因素。如果一项手工技艺经过多年

的沉淀、发展，仍能在工业化生产高度发达的今天发挥重要作用，那其中必然是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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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技艺的技术价值所在。对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而言，其技术价值不但体现在装裱修复过程中的技艺选择和操作标准，更

体现于逐渐形成的规范化修复技术路线上。 

一方面，因地域差异、环境差异等，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技艺派系，出现了不同的技术分流，由此

造成的技术选择和差异造就了它独特的技术价值。如装裱修复用黏合剂的选择，南方装裱派系选用面粉浆糊，北方装裱派系选用

淀粉浆糊[10]。这些不同的技术选择及其形成的一整套技艺流程成为南、北派系技术的核心内涵，对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下分析纸

质文物保护的质量效果以及劣化原因等具有明显的指示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文保科技的进步以及当代装裱修复要求的提高，传

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外在的技术价值也逐渐被挖掘出来。《中国书画修复导则》根据书画文物病害情况的不同程度规范了三条不

同的保护修复技术路线，分别是“保留原裱”“还旧处理”“重新装裱”[11]，这正是传统装裱修复技艺外在技术价值的表现。由

此，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背后的技术价值正逐步被挖掘，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也开始逐步形成。 

但是，由于国内相关保护技术研究起步较晚，传统技艺背后的技术价值挖掘与展示尚未形成系统，如不同类型装裱修复用黏

合剂的技术差异、不同装裱修复技艺流派的技术异同及其对书画装裱修复效果的影响等深层次技术问题并未得到深入研究。同

时，调查中也发现，技艺从业者因其对技艺技术价值认知程度不一，大多数师傅均对技术标准和规范的认识不清，甚至有人认为

标准和规范的意义不大，对装裱技艺的描述、材料和样式的选择、装裱的效果评估等均停留在经验的定性层面，不利于书画文物

保护和修复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究其原因亦在于没有深刻认识其中的技术价值。 

3.科学价值：认知极为缺乏 

就现代文保角度而言，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主要是一项针对纸、绢、墨、颜料等不同材质材料进行保护和修复的跨学科工

作。究其技艺过程，其科学价值更多地体现于修复载体、修复材料的选择，以及修复实施细节在文保工作中所具有的借鉴作用，

甚至在科学指示作用上。周嘉胄曾明确提出：“已凉天气未寒时，是最善候也。未霉之先，候亦佳。冬燥而夏溽，秋胜春，春胜

冬夏。夏防霉，冬防冻。”[12]这很好地揭示了季节变化、气候差异对装潢技艺的影响，本质上揭示了书画裱件本体在何种气候条

件下更适宜保存的科学原理，为纸质文物的保护提供了科学借鉴和指示。此外，还有，“裱房恶地湿而惮风燥，喜湿润而爱虚明。

装板须高，利画坚挺。必安地屏，杜湿上蒸”[13]。这些约束性条件在当时是一些关于传统技艺的经验性知识总结，但在今天看来，

都是符合科学原理并极具科学价值的技艺理念和原则，为当今书画装裱修复恒温恒湿实验室的设计和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事

实依据。 

一直以来，科学价值是传统手工技艺中最容易被手艺人忽视乃至导致其缺失的内容。调研发现，从业者普遍认为技艺的实际

效用才是最重要的，其背后的科学内涵及其科学原理在实际的装裱修复过程中并不重要，科学价值不值一提。以装裱修复用黏合

剂的使用问题为例，在苏裱修复师固有观念中，只有面粉浆糊才适合在潮湿的南方地区使用，而淀粉浆糊因黏性太大并不适用于

南方地区。但实际情况是，四川地区的北方派系就仍在使用淀粉浆糊作为他们的装裱修复用黏合剂。可见，固有的技艺经验与习

惯并不能用来解释技艺差异背后的科学内涵。 

正因为科学价值认知的过度缺失，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实施往往带着很大的经验性和随意性，已远远不能满足当今科

学保护纸质文物的工作需求。此外，从业者关于纸质文物本体的科学认知、纸质文物技术发展历程、纸质文物劣化原因、纸质文

物保护材料和环境、纸质文物保护的效果评估等方面的科学研究需要在书画文物保护和修复的工作中追溯知识来源并经历实践

检验，只有充分挖掘科学价值，才能更好地融合文物科技研究与保护修复实践。 

4.艺术价值：已被忽视乃至遗忘 

艺术价值是因艺术作品的总体艺术特性而产生的价值，是工艺品的外在表现。书画作品除了其自身具备的艺术价值之外，优

良的书画装裱修复技艺所展示的精美装裱样式还能进一步提升书画作品的整体观赏性和美学内涵，给人以美的享受。由此，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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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形成的装裱形式、精美材料及其色彩搭配构成了其艺术价值的重要内容。 

南宋周密曾总结过绍兴御府的书画装褫样式、装裱尺寸等，“两汉、三国、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迹……用克丝（即缂

丝）作楼台锦襟，青绿簟文锦里，大篁牙云鸾白绫引首，高丽纸贉，出等白玉碾龙簪顶轴（或碾花），檀香木杆，钿匣盛”[14]，

从中可一窥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所展示的艺术美感和艺术观赏性。当时已将各类古代书画作品按等级分类，并严格规定不同

的装裱样式、装裱材料。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包含的多彩装裱裁制和卓著的装潢艺术，各有尺度，具有成式，体现出极其瑰丽

精致的装裱风格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以及传世书画作品的不断流转、修复，技艺的艺术价值逐渐被淹没。目前的书画装裱已经很少能看到唐

宋时期的装裱样式，盛极一时的“宣和装”也逐渐消失。当谈及苏裱技艺的配色特点或艺术特色时，99%的修复师可以说出“配

色淡雅”这个极具概括性的词语；但是如果引导他们再往深层次描述，往往是一片空白，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艺术价值无疑

已被遗忘。 

5.历史文化价值：认知高度有待提升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是过去时代流传下来的历史财富，我们可以从中活态地认识历史、了解历史。”[15]目

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书画装裱修复始于汉朝，因而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传承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这其中出现过许多技

艺精湛的装裱大师，还有不少是精于创作的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如宋代的米芾、米友仁父子二人就有着书法名家和装潢名

家的双重身份。唐时期，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盛名一度远播东洋，日本自奈良时代开始派遣使臣前来学习观摩，并将其传至海

外[16]。在宋代，声誉卓著的“宣和装”“绍兴内府装”等技艺样式兴盛发达，如今在日本传统装裱中所见到的“惊燕”样式就是

从“宣和装”而来
[17]

。这些因技艺而生、与技艺发展密切相关的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均成为传统书画装裱技艺重要的历

史文化内涵，也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文人群体、传统艺术发展、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见证，是该技艺历史文化价值的所在，极大丰富

了装裱修复技艺的价值内涵。 

目前，从业者对装裱修复技艺历史文化价值的认知却体现出认识与真实价值不相称的状况：一是技艺历史源流认识笼统化，

谈及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历史时，大部分修复师都只能将其笼统概括为“已有一两千年的发展历史”，但对其起源何时、何

地，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状况如何，技艺如何演化、发展，不同的技艺流派何时出现、为何出现，技艺如何传播等历史问题均处于

一个朦胧不清的状态；二是技艺传承谱系尚未完善，对大部分传承人来说，多数只能往上了解大约两三代师徒传承的情况，传统

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传承历史多处于断层和模糊状态；三是技艺传承者长时期不受重视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技艺传承过程

中，传承多仅是通过口传身授、耳濡目染等方式进行，传承者自身的成长历史、个人感悟等极具时代价值的内容往往被忽视，其

历史文化价值就自然得不到重视与挖掘。然而，一旦这些内容没有在师徒传承中实现延续，相关技艺的历史文化价值自然也就变

成了“绝唱”。 

二、基于访谈的技艺价值认知现状分析 

技艺本身价值认知的广度和深度是决定一项传统技艺是否可以持续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目前访谈的内容及其结果来

看，当前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师群体对该技艺各项价值的认知广度与深度仍处于一个极不均衡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

下几点。 

1.固有传承方式及其传统观念的限制 

千百年来，师徒间的口传身授是传统技艺传承的唯一方式，技艺的实用性成为唯一的追求。在实用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指引

下，实用价值越发得到重视与凸显，这一传统观念在 40—50岁、50—60岁这两个年龄段的修复师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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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技艺拥有者几乎都是“师徒传承方式”的受益者，也是传统传承方式的坚定拥护者。囿于其自身的教育经历、学习技艺的方

式，他们近乎一致地认为，在传授技艺过程中，如何将一幅作品装裱修复完好是最重要的，“有用”是其考察徒弟的唯一标准。

此外，在选择徒弟方面，98%的装裱师傅都将技艺潜力作为首要要求，而所谓潜力主要表现为性别、身高、力量、悟性等客观条

件，学徒的科学精神、艺术素养、兴趣爱好等则考虑较少，这实际上也是装裱技艺师群体充分认知实用价值的直接体现，但反过

来也显示出他们对技艺其他价值的忽视。 

2.技艺与科学之间的壁垒 

众所周知，起源于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技艺被认为是一种经验性知识的总结，在科技尚未渗透到传统技艺研究之前，传统技

艺与科学知识之间存在着厚重的壁垒，而这种壁垒在很长时期里也加剧了技艺价值认知与科学认知的不均衡发展。在关于传统

技艺与科技创新的问题中，将近 75%的装裱师傅认为，在传统装裱修复技艺中经验是第一位的，科学分析并不必要，而关于装裱

修复技艺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等，他们更是没人能说清楚；只有约 25%的装裱师傅肯定了科学分析手段对实际装裱修复工作的

作用，但对技艺具体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等仍处于模糊不清的认知状态。由此，在绝大多数装裱技艺师傅的认知里，修复技艺

的实际操作与其科学、技术价值处于绝对分离的状态，这也是装裱修复技艺价值认知发展不均衡的内在原因。 

三、技艺多元价值体系的重建及其保护传承 

从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历史发展来看，技艺的传承并不只是单一实用价值的传授，而应将技艺视为一个价值综合体来

看待。但是，基于目前价值存在与现实认知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从理念、方法、行动、科研等角度推进技艺多元价值体系的整

体构建仍任远而道重。 

1.理念上，应树立多元价值观 

陆宗润曾从艺术、技艺、科学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书画修复理论的现代重建之路。对今天的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而言，

其价值体系的重新构建需要重新认识实用价值、技术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历史文化价值在多元价值体系中的关系和作

用。首先，技艺实用价值的贡献不可否认，“就传世中国书画的保存质量与数量之多便足以证明，传统的修复与装裱方式对书画

的保存和修护是行之有效的，也是符合科学规律的”[18]。其次，应充分认识技艺的技术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

值。通过对技艺发展历史的考察可知，实用价值并不是技艺的唯一价值，仅仅强调其实用性是极为片面的。在现实的文物保护工

作中，唯有从观念上认识并重视多元价值存在的重要性，形成完整的多元价值一体的观念，才能更好地为相关研究、保护和修复

工作提供具体指导，也才能更有利于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健康有序发展。 

2.方法上，应加强现代科技手段的有效介入 

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的挖掘需要借助一系列的科学分析、技术研究手段来实现。在传统书画装裱修复

工作中提倡现代科技手段的有效介入，并不是要用现代科技手段取代传统技艺，而是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运用到传统书画装裱

修复前的调查分析、修复中的技术应用和过程控制、修复后的评估中，以更深入地挖掘技艺的技术内涵和科学知识，从而更科学

地提出针对性的修复措施。陆寿麟曾明确提出目前现代科技所提供的分析、检测和模拟实验研究方法在揭示传统工艺技术科学

性及科学内涵等方面的研究中的重要性和不可取代性
[19]
。毋庸置疑，现代科技手段的有效介入对传统技艺科学价值内涵和技术

价值内涵的挖掘与认知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3.行动上，应深入探求传承人的整体情况 

技艺是人与物的结合，作为社会中的人，往往是以工作活动的形态来传承技艺
[20]
。技艺传承人是连接传统技艺的过去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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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纽带，他们不但见证了传统技艺的历史，还经历着传统技艺的当代发展。传承人既是非遗代表作项目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载

体，反映了技艺文化、历史的变迁发展，也是开展非遗保护、完成价值判断和实现价值主张目标的核心力量。唯有注重对技艺传

承者的研究，才能从中获取足够的艺术价值、历史文化价值。 

自 2008 年装裱修复技艺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第二批名录以来，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的有 10 人，其

中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 7 人、苏州书画装裱修复技艺 1 人、古籍修复技艺 2 人[21]。与当下从事书画装裱修复工作的人群相比，

这个数字是极为微小的；相对于厚重的技艺历史来说，这个数字也是极为单薄的。目前，关于传统书画装裱修复师的研究基本是

围绕非遗传承人进行，众多一般修复师群体的历史及其技艺特色尚未得到充分挖掘，而历史上修复师群体的相关研究更是空白。 

因此，借助历史研究方法以及口述史研究方法，加强对修复师群体的历史考察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一方面，既能有效拓展

技艺历史文化价值内涵的深度与广度，厘清技艺自身的历史发展渊源；另一方面，还可深入了解当前修复师群体的整体情况，包

括其技艺发展历史，学艺历程、成长过程、传承感悟以及技艺特点等极具个人特色的真实面貌，为当前的技艺传承与发展提供案

例和启发。 

4.科研上，应加快传统技艺科学化研究进程 

传统技艺科学化为近年来文物保护与修复界提出的，旨在强调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以用于传统技艺的研究。其主

要以传统工艺调查为基础，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作为科学化分析方法，以现代科学原理阐释传统工艺，最终建立起一套规范化的传

统工艺科学化体系[22]。从其研究基础、研究路径及研究角度来看，技艺科学化研究工作的开展十分有利于传统技艺多元价值的挖

掘及其体系的构建。 

首先，以传统技艺调查为基础必然会涉及对传统技艺本身以及传统技艺从业者情况的调研与分析，有助于对技艺的实用价

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挖掘、提炼；其次，其研究路径强调采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作为科学化分析方法，其与价值挖掘工作的方法

论是一致的；再次，传统工艺科学化研究要求从现代科学原理的角度阐释传统工艺，科技分析结果的阐释其实就是对传统工艺科

学内涵进行分析和揭示的过程[23]，也是在认知传统技艺的技术价值与科学价值。基于此，对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科学化研究

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对传统技艺多元价值内涵的挖掘与认知。唯有进一步加快和规范传统技艺的科学化研究，并将科学化研究成

果运用于传统书画装裱修复实践，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传统技艺多元价值体系的构建进程。 

5.应全面构建技艺多元价值体系 

从理念、方法、科研多层面重建多元价值观，有助于在传统书画文物保护修复技艺传承和发展中构建起多元价值体系，提高

传承和发展的质量。在五大价值中，实用价值作为技艺传承和发展中最基础的部分，是技艺传承和发展的基石，也是多元价值体

系是否稳固的关键所在。实用价值之上是技术和科学价值，它们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直接影响技艺传承

和发展的有效性。实用价值、技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是多元价值体系中的“硬实力”和应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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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多元价值体系结构图（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传统技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如果没有传承和发展，技艺也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实用价值、

技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之上应是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图一），它们有别于技艺传承和发展中的“物质”和应用成分，是技艺

传承和发展的“软实力”和精神内核，是非遗容易被忽视但绝对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因为具备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传统技

艺才不只是单纯的流程和工序，才亦拥有灵魂，才能够反映出技艺的精神品格、历史变迁和文化脉络，并深刻影响技艺传承和发

展的未来。 

四、结语 

目前，非遗保护理念广泛传播并日渐深入人心，如何促进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健康有序传承也成为每位从业人员、技艺

传承人以及文保工作者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目前从业者对技艺价值的综合认知程度已深刻影响并决定

了传承者的思维与工作方向，从而影响了技艺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持续发展。由此，如何从传承者群体以及技艺从业人员出发来加

强对技艺价值的认知已经成为促进技艺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科学认知技艺价值是技艺保护传承的理论基础，对其进行科学剖析、提升价值认知水平是传统技艺保护和传承的必要前提，

也是促进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健康有序发展的理论基石。从术业专攻的角度来看，这就需要科研工作者们更为深入地挖掘装

裱修复技艺价值认知的途径和认知方法，方能为从事在装裱修复一线的从业人员和技艺传承者提供科学认知的源泉。 

在深化和提升科学认知的基础上，每位技艺传承人、从业人员以及文保工作者都应转变保护理念，重新树立传统技艺的多元

价值观，更加重视技术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历史文化价值的挖掘与传承，才有可能实现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多元价

值体系的重建，从而构建一个多维的、立体的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当代价值体系。在实践中，科研工作者以及装裱修复师们需

要共同努力，将价值认知的理论研究成果与保护修复工作相结合，才能系统、全面地促进书画文物的研究、保护和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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