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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装裱是我国一项传统的手工工艺，早在魏晋时期就已有了这项

技术，有着一千六百多年的悠久历史。装裱，古称“装背”“装潢”等，“装裱者，

书画之司命也”。古人深知装裱之于书画的重要，因此在悠长的历史进程中有

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著述，且书画装裱颇受作者和爱好者青睐，其技艺备受重

视。中国书画的特点不但表现在其描写对象与艺术内容上，而且在书画作品

的装潢与装裱形式上都是独特的，并进而使书画的内容与装裱幅式也就是人

们通常所说的品式、样式、形象等合而为一，达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进

一步增加书画的感染力。

书画的装裱品式是多样的，它根据画幅形象、布局、用途，结合欣赏习惯

与装饰场面而决定装裱形式的横、直、方、圆、半规等格式的不同，主要依据画

芯的大小和用途来决定装裱的品式。横幅品式有手卷，也就是长卷、横披；直

幅品式有立轴、屏、对、单条；方幅品式有半方、册页、片子，而册页又分为蝴蝶

册页格式和推篷册页格式及折扇册页格式等；圆幅品式有纨扇、圆光；半规幅

品式有折扇扇面等。

书画装裱的品式是一门将造形美、色彩美、材料美、结构美、实用美、装饰

美相结合的工艺美学，由于人们的审美爱好、学识教养不同，在装裱上根据画

芯的内容，也会有或古雅庄重、或明朗清秀、或古朴淡雅、或含蓄宁静、或浓重

浑厚、或华丽沉着、或富丽堂皇等不同的艺术效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高雅文化的追求，以及对美

化生活环境的需求，自然会使书画艺术这种高层次消费，由过去“王谢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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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到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而使与书画互为表里的装裱艺术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青睐，传统书画装裱及鉴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但同样，伴随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审美即呈现多样化趋向，并出现

“快餐化”现象，使装裱这门传统艺术机器化、工序化和简单化，装裱艺术日趋

粗糙、式微，装裱的手工技术有可能随着工业机器的介入而趋向失传，最终成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有感于此，笔者不揣冒昧，以家学为基础，参考有

关资料，积五年之功，遂成此簿册，以图这项技艺尚在这个时代留有余痕。

本书共作三部分，第一部分曰“传统书画装裱艺术”，分五节，前四节将我

国书画装裱的程序进行详尽说明，依此程序只要稍有动手能力的人，即可进

行书画装裱；第五节为“古旧书画的揭裱与修整”，这部分虽然也做了详尽说

明，但仅有操作程序恐难进行，必须富有经验的人才可为之。古旧书画作为不

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价值之高已为人们所重视，专家、学者对古旧书画的揭裱

与修整尤其慎之又慎。第二部分曰“古今书画品评鉴定”，本意是以家学为基

础从装裱艺术的角度对古书画的真伪、艺术质量进行品评鉴定，尤其是从纸

张、绢帛、装裱方式、印章、印泥等方面就古旧书画鉴定鉴赏作一论述说明，但

在写作期间，忽有所动并参考有关书目，增加了一些内容，使本书更加丰富有

趣。同时，本书第三部分曰“书画装裱品式图录”，共五十帧，以图片形式直观

地将装裱艺术呈现于读者面前，帮助读者理解前文内容。

我的老父亲长期供职于文化艺术单位，他年轻时因组织的安排和指派而

开始从事书画装裱及古旧字画修整的工作。不分寒暑历时数十年，由于工作

内容与艺术相关，他开始自学书画创作，曾举办个展、出版作品集。他希望子

女们能子承父业，在书画创作及装裱艺术上有所继承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怎奈子女们都心有旁骛，使他心含千千结，总觉是一憾事。近年，随父亲年事

渐高，作为子女总想对他有所回报，故在他指导下完成此书，以期传统书画装

裱艺术能长青不谢。

谨此为序。

闫 媛

2014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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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 托

书画装裱的第一道工序就是小托，即对画芯的托裱。一张绫绢或宣纸经

过绘画或书写以后，都称它为画芯，画芯由于着墨或着色会出现折皱不平的

现象，画芯的四边还需要镶接各种材料作为保护和装饰。为了使画面平整及

四周镶接的材料厚薄均匀，需要在画芯背后粘一层纸，这就叫托画芯，它是影

响裱件质量的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画芯有新旧之分，质地有纸本和绫绢本，颜色有墨色、重彩、淡彩，形状有

方形、长方形、圆形、扇形等。由于画芯多种多样，托裱时就必须按照实际情况

区别对待。装裱新字画，不论是纸本还是绫绢本，首先要检查是否掉色，其次

要检查画面、印章、字角的位置是否适当，对于装裱有无妨碍。有的颜色如洋

红、石绿、石青等，一眼就能看出容易掉色，有的颜色不易判断是否掉色，可用

手指蘸少许水在画芯着色处试验一下，看手指上是否沾色。易掉色的裱件，在

托裱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根据画芯用色的情况，可以采取不同的配色方案

及不同的品式裱法。

（一）湿托法

湿托适用于不易掉颜色的画芯。方法是把浆水直接刷在画芯的背面，然

后把托纸刷上去。托裱前，应将折皱不平的画芯贴平。

画芯托纸的大小以画芯放出局条（画芯与外镶料的界限，起到保护画芯

的作用）后的宽度而定。托纸的厚薄根据画芯的厚薄来配，画芯厚则配的托纸

要薄一些，一般用单宣或棉连；画芯薄则托纸稍厚些，一般用加重单宣。

画芯反铺在干净的案子上，将背面润潮展平后上浆水。画芯刷匀浆水后，

将四边案面的浆糊擦净，再上托纸。方法是用左手拿托纸右手拿棕刷，把托纸

右端与画芯右端对正，用棕刷自上而下逐渐向前移动，一次刷住托纸。如果一

张托纸不够，可再用另一张纸接托上去，接缝一般在零点一五公分左右。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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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托纸对正画芯并覆盖在上面，再用鸡毛掸轻轻掸纸，使托纸吸收一些水分，

然后提起托纸，对正画芯四边，用棕刷上纸。托纸润潮后再刷牢在画芯上，要

直接完成、一次刷住，画面就会较为舒展。使用棕刷要注意用力轻匀、手腕灵

活，避免刷皱、刷破。上完托纸后提起画芯，再衬垫干净平整的吸水纸吸潮，并

及时排实。画芯上完托纸后，其边上容易干而粘在案面上，可将局部干的地方

用刷子洒点水，避免提起画芯时撕破。排刷时要用力排匀，托纸接缝及画芯接

缝要垫纸用笃帚笃一笃，使它更加牢固。排实后撤下吸水纸，用晾杆挑起晾

干，或在一边口涂上浆糊，飘墙晾干。画芯托好晾干后，用排笔蘸取少量水均

匀地润湿画芯，然后将浆油纸垫在画芯里口，在画芯四边留出零点一至零点

二公分的浆缝，用棕刷刷稠浆，先右边，后上边，再左边，最后下边。在下口贴

一个小纸条作启口。贴墙时，用右手食指与拇指拿棕刷，中指与食指夹住右上

角，左手夹住左上角提起，靠近墙壁垂直摆正后贴住上端左右角，再贴下端，

然后封固四周。画芯上墙后用棕刷重复刷笃边口。封固后在画芯上洒些细水

花，防止画芯比边口先干而发生绷裂。洒水时注意避开镶缝处，因镶缝处是二

层纸重叠，比其他地方湿，这样才能保证贴牢。如果上墙时出现折印，可垫上

干纸压平（或隔纸轻刷），使其平整。画芯干后下墙时，用竹启子从留出的启口

插入，与画芯贴墙浆缝成四十五度角，紧挨墙用力往外划出。先启开下边，再

启开右边，然后右手掌往右下边挪动。左手拿住左下边掀起，与墙成四十五度

角向上提起，将画芯从墙上揭下。

（二）干托法

有的画芯颜色遇水容易扩散掉色，用干托法即可避免。干托法有“飞托”

和“覆托”两种。湿托是在画芯上刷浆水，干托是在托纸上刷浆水，画芯不沾

水。“飞托”是在托纸上刷浆水之后，将画芯覆盖在托纸上，用毛帚轻掸，让画

芯少量吸收托纸上的水分，然后将画芯与托纸翻过来，把托纸再刷实。“覆托”

也是在托纸上刷浆水，不同之处是在上完浆水的托纸上垫吸水纸吸潮，再覆

盖于画芯的背面刷实，排刷前画芯下面需垫纸，排刷时垫的纸与画芯不要移

动，如有掉色换一张衫纸再排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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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绢本画芯的托裱

托裱绢本画芯，要注意将经纬绷直，印章款字端正。配好托纸后，调配浆

糊，用浆刷将浆糊刷到托纸上，然后把画芯铺在托纸上，横竖丝绷直抻平，再

用水油纸铺在画面上轻轻刷平，最后将画芯翻过来放到衫纸上排刷结实。上

墙贴平，下墙后裁方。

丝织品的托裱，要先将背面的线头剪掉，最好使用干托法，若在托裱过程

中发现墨或色遇水后渗出，要迅速用宣纸吸去水分，再反复垫干纸吸干。

不论托什么画芯，若托纸不够长，在接缝时一定要避开画面上的重要部

位，如人物面部等。如不慎将刚托好的画芯掉在地上，粘了尘土，不要马上擦

洗，晾干后用毛帚轻轻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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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染色和镶料

（一）绫料的染色

浙江湖州双林镇出产的绫料，以湖色、米色为主，不带旧气。而中国的书

画，历史久远，一张较旧的书画芯子，最好配以带旧气的绫料镶裱，方能色调

和谐，达到最佳欣赏效果。这时就需要将绫料加以染色，一般说来，染浅色较

易，染深色较难。

1.准备工作

调配色水：调配色水对绫料的染色至关重要。装裱用的染料颜色，也应是

中国画颜料，如花青、滕黄、赭石等。根据需要，有时还得用少量墨色或其他颜

料。颜色的深与浅取决于加水的多或少。颜色水调配好以后，要加进少量胶水

（胶水是用牛皮胶加水浸泡溶化而成），在配置色水时，要时时做出试样。试样

是剪一小块需染色的绫料，加以试染，晒干或烘干后观察是否与你所需要的

色泽相符，往往要经过反复的试样方能达到最佳效果。色彩确定后，用水棒将

色水调匀，再用纱布将色水过滤一遍，除去渣滓。过滤过的色水便成为染绫料

的染料了。

染绫料的工具：染绫料的工具主要是排笔与棕刷，另外还需准备一把一

公尺长的木尺以及拍浆的工具。

2.操作过程

把托好的绫料绫面着台，纸面朝上平铺裱台。排笔蘸满色水（色水一定要

事先调匀），在盛色水的面盆边缘揿去一些水分，到排笔拎起不滴水为度。在

上色水时，开始排笔要上下来回直线涂刷，待刷平绫料右端一二尺以后，排笔

行走应如写“井”字形，这样刷出的颜色较为均匀。在行刷时还要随时注意排

笔中含色水量的多少，含水量多，落笔则轻。随着排笔中水分越来越少，落笔

就应逐渐加重，染色要求干湿适中，在这前提下，宁干勿湿，染色时，排笔要笔

笔衔接，不能漏刷。这样一笔接一笔由右往左，直到把整段绫料染好。染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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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均匀，切忌出现斑花或斑点。接着把绫料翻身，放在裱台的原位，用刚才染

色的排笔（注意这时排笔已较干，但决不能蘸水），把绫料刷平在裱台上，这时

在纸面染色不够的部位，再加刷几笔，以补不足。整段绫料染匀后，再把它翻

到另一张裱台上（台面同样要求干净、干燥），这时绫面又着台了。用棕刷把绫

料刷平在裱台上，绝对不能刷出夹皱，一有夹皱，就会出现一条深色印痕，很

难补救。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最好请人帮忙，帮忙的人在绫料末端拉住两

角，轻轻拎起，顺着操作人棕刷行进慢慢放下。如无人帮忙，则可求助于木制

长尺，具体做法是：先把绫料刷平定住，再把木尺插入绫底，使绫料与台面分

离，左手捏住木尺随着棕刷进行行刷，逐渐向左端方向移动，一直到把整段绫

料刷平，最后四周拍浆上贴板。贴板的操作与前述绫料贴板的操作完全相同。

绫绢染色和托就后就成了镶料。

（二）镶料

1.方芯、开裁镶料

方芯就是把已托好的画芯方正切齐，要求是画芯的四角都要成直角，不

能歪斜。稍有歪斜，裱成的立轴卷起后，就会出现“螺丝口”而影响质量。方芯

的具体做法是：先切齐题款的一边，然后把切齐的一边对甩，依正齐边用尺压

住，在齐边的对边用针钻刺眼，接着放开画芯，用尺按针眼把对边切齐，再用

同样的方法将剩下的两边切齐，方芯就完成了。方芯虽在整个装裱过程中只

是一个小步骤，但非常重要，切不可在切裁的过程中有损画意，或把边款、边

章、压角章等切去，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开裁镶料犹如量身裁衣。如果一张长二尺、宽一尺的画芯要裱成一幅长

五尺、宽一尺四寸的立轴，镶料该如何开裁呢？选一段颜色与画芯色调相和谐

的镶料，先切下两条长二尺（初学时可略放长些）、宽二寸的边料，然后再开裁

天地头的料（镶接在画芯上端的称天头，镶接在画芯下端的称地头）。开裁天

地头料时特别要注意，它的宽度一定是画芯的宽度再加上两条边料的宽度，

初学者常会把两条边料的宽度忘加，这样开裁下来的天地头料与画芯宽度就

相等了，便造成浪费，因此，上例中的天地头料的宽度应为一尺四寸（画芯加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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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料的宽度，也就是裱就后立轴的宽度）。按传统的欣赏习惯，天头与地头的比例

应为六比四。例如：二尺长的画芯要裱成五尺长的立轴，天地头料的总长度应为

三尺，而天头的长度应是三乘零点六，等于一尺八寸；地头的长度应是三乘零点

四，等于一尺二寸。开料时还有一点要注意，如果边料是横的，天地料就要直裁，

如果边料与天地料同向开裁，裱就立轴后，就会因出现“逆光差”而影响美观。

2.镶

镶料与画芯的粘结称作“镶”。镶有一条原则，就是画芯无论是直幅还是

横幅，总是先镶长边。裱立轴一般都是直幅画芯（当然也有横芯裱轴的，这时

边料与天地头料都要作相应的变化），所以应先镶边料，后镶天地头料。边料

镶缝宜零点三分宽，天地料镶缝宜一分左右宽。如是大幅作品，镶缝就应适当

放宽。镶还有正镶与反镶之别，所谓正镶，就是画芯的正面粘接镶料的反面，

反镶就是画芯的反面粘接镶料的正面。在一般情况下都用正镶，而对联、屏条

等一些特殊的、狭长的形式，边料可用反镶。还有对一些题款与印章紧靠边沿

的画芯，也应以反镶为之，以防题款与印章被镶缝掩盖。镶的具体方法是：把

方正的画芯正面朝上（若是反镶，则正面着台），手摊于裱台，画芯的一边离台

边沿约五分，用尺压住，然后用油纸的一边对齐画芯沿台口的一边，向里缩进

零点三分（实质上就是边镶缝的宽度），接着把浆（镶料的浆一般比托料的浆黏

稠些，如遇天气干燥，还可适当调稀一些）均匀地涂于镶缝处，涂浆时既不能漏

浆，也不能涂得太多。漏浆就会造成脱缝，涂得太多会使浆缝变硬。涂好浆后移

去油纸，把画芯上移，抹去台上浆迹，把边料对齐浆缝，由右向左镶上边料，随

后，再以同样的方法镶上天地头料，当然天地头料的镶缝应是一分左右了。

3.卷边

卷边的作用在于使立轴外沿的毛口变成光口，以增加牢固度。具体操作

是：将镶好天地头及边料的画芯卷成筒形，用尺压住，在左右边沿一分处分别

用针刺眼，然后放开裱件，使其正面着台平放于裱台上。这时，裱件两边外沿

的两个针孔明显外露，以针孔为记，用长尺按住针孔，用针钻沿尺边划线。划

线时用力要适中，过重会把边料划穿，太轻又会因线痕太浅不易翻卷。划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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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注意从头至尾划，切忌划成两条线痕，以免卷边歪斜。线划好后，以划线为

准把边翻起，然后用油纸沿着划线，以稍稀浆拍浆，用浆帚将翻起的边刷平，使

其粘在裱件的背面，卷边即告完成。卷好一边后必须紧接着卷第二边，如果第

一边的浆干后才卷第二边，那裱件就会起皱，这时再卷第二边就较困难了。

4.折夹口及贴夹口纸

夹口有上下之分，天头上端的夹口称上夹口，地头下端的夹口称下夹口。

作用是上夹口以粘上楣，下夹口以卷下杆。折夹口应将裱件正面朝上。上下夹

口的尺寸随上楣平面的宽度及下杆的粗细而定，一般立轴的上夹口折五分左

右，下夹口折一寸七分左右。夹口不能折歪，否则会影响立轴的齐正和美观。

为了在上覆背纸时不使上下夹口黏在覆背纸上，还得贴上下夹口纸。上夹口

纸的长度为一寸五分左右，宽度比卷好边的天头狭二分；下夹口纸长度为五

寸左右，宽度比卷好边的地头宽一寸。粘贴时，裱件正面着台，以稍稀薄的浆

拍二分左右浆线（上下夹口的浆线粗细相等）。贴上夹口纸时左右两边各向里

缩一分；贴下夹口纸时左右两边各外露五分。粘贴好上下夹口纸后，整张裱件

就可卷起待用了。

5.配覆背纸及包首

立轴的覆背纸以两层安徽单宣纸为之。覆背纸的总长度应与镶好天地头

的裱件的总长度相等，宽度应比裱件的宽度再宽一寸，以便在上覆背纸时上

下两边能各留出五分废边。因安徽宣纸有横直丝缕，两层覆背纸宜横直丝缕

交错，如第一层是“统长料”（即纸的幅门与裱件的宽平行），则第二层就应用

“马蹄料”（即纸的幅门与裱件的长平行），这样能使两层覆背纸伸缩平衡，裱

好的立轴就不易变形。

包首是立轴卷起后外露的一段保护层。包首宜用托好的绢料来做，因绢

料光洁坚牢、不易起毛。包首的长度一般以六寸为宜，如果裱件较长或下杆较

粗，则包首就要适当放长，以立轴卷起后覆背纸不外露为标准。包首的宽度要

比卷好边的天头阔二分，以便在上包首时每边能有一分的包首卷边。包首宜

用淡色绢料，如用深色，立轴张挂时，天头会露出暗影而影响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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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 托

大托在装裱立轴的全过程中至关重要，它对立轴裱就后的质量有重大影

响，因此对大托中每一操作细节应予以足够的重视。装裱工艺中，一般称托芯

为小托，称上覆背纸及包首为大托，大托前还要准备两条搭杆和两条废肩。搭

杆是长五至六寸，宽六至八分的绫料，它的颜色应与天地绫料的颜色相同。废

肩有夹、贴两种，夹废肩是长约六寸、宽约八分的薄皮纸，贴废肩用尺寸与夹

废肩相同的绫绢料（具体的夹贴法在大托的操作过程中叙述）。大托的操作过

程大致可分以下步骤。

（一）上覆背纸

上覆背纸有干上与湿上两种方法，装裱包首的立轴都用湿上法（目前干上

法仅用于地图、挂图等巨幅镜片，小幅书画的装裱用得很少，故这里不作介绍）。

用排笔蘸上与托画芯同样稀薄的浆水，横“米”形行刷，涂湿已准备好的第一层

统长覆背纸，如长度不够，需再接“罩脚”。比如裱五尺长的立轴，用四尺宣纸作

覆背纸，那统长料也只有四尺长，还需宽度与统长料相等的一尺长的一张宣纸

接在统长料的末端，这一尺长的一段短纸料就称“罩脚”，接缝以一分为宜。第一

层覆背纸上好浆，用棕刷把第二层马蹄料覆背纸刷上，两层覆背纸要对准黏合，

特别是上首纸口一定要对齐，以便于接着上包首。这时把前述卷起待用的画幅

（就是镶好天地、边料，卷好边，贴好夹口纸的画芯）反面朝上，平摊在已黏合的

两层覆背纸上，用排笔刷浆水，特别要在镶缝及卷边处多刷些浆水，这样在上画

幅时，就能平服顺手，不致出现夹皱，再把画幅卷起待干。

（二）上包首

上包首前，先要用稍稠的浆糊在已黏合的两层覆背纸的右端边口刷一

条一分左右的浆线（这里是包首绢与覆背纸的接缝），接着把预先托好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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