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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汉代漆奋的脱水报告

卢燕玲 陈庚龄 马清林

(甘肃省博物馆 兰州 7引X巧0)

张 岚

(上海博物馆 上海 2 0 0 23 1)

卜玉芬

(青海省考古研究所 西宁 81 叨 0 〕)

摘要 采用聚乙二醇滴渗喷涂
、

真空冷冻干燥等浸饱水漆木器的脱水处理方法
,

对北方干燥地区槽

朽漆木器进行了脱水保存
。

处理后器物尺寸稳定
,

色泽 良好
,

保持了原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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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工艺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项杰 出创造和发明
,

是中华 民族灿烂文化宝库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

早在新石器时代
,

探黑涂朱的漆器就 已经出现 川
。

尤其是到了战国
、

秦汉时代
,

彩绘
、

镶嵌
、

俄金
、

嵌螺锢
、

贴金银箔等修饰工艺均已产生
,

漆器品种增 多
,

漆器制造进入繁盛时

期
,

漆器的探饰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

我国北方是汉王朝开拓疆域
、

抗击匈奴的地区之一
,

军事
、

生产活动十分繁忙
,

遗存了许多包括漆器在内的重要文物
。

然而
,

由于保存环境因素 的

影响
,

及出土时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
,

目前这批漆器糟朽都很严重
,

有些器物已变成一堆无法

拼凑的碎漆片
。

仅甘肃省现存的这类漆器就达近百件之多
,

另外还有一部分散布在北方其它

一些地 区
,

因此对北方漆器文物的抢救保护已是燃 眉之急的工作
。

日前
,

甘肃省博物馆对青海

省考古研究所发掘的一件汉代漆奋进行了保护处理
。

1 漆奋的实验室检查

漆仓由盒
、

盖两部分组成
,

自重很轻
,

底盒内朱外黑
,

为屈木胎
。

部分胎已外露
,

盒
、

盖上分

别有三个铜钮
。

从制作工艺看
,

屈木为胎
,

在木胎上先刮一层粗腻
,

再糊粗麻布
,

再上一层细

腻
,

最后上一层黑漆
。

器内表面先上灰腻
,

再探红漆
。

在甘肃省博物馆处理之前已有多处破损

和剥落
,

黑漆皮起皱严重
,

并且已长白霉
。

整个器物在一干燥皿中密封保存
,

当打开干燥皿取

出拍照时
,

表面漆皮在 2- m3 i n
内即刻卷曲

。

另外
,

底盒内装有约 4
.

5 9左右条状物质
,

经扫描

电子显微镜进一步观测属植物类物质
,

后经偏光显微镜进一步检测
,

确定为人发
。

盒内碎漆 片

在显微镜下观察
,

其上布满 了细小裂纹
。

2 漆奋腐变因素

一般来说
,

文物 自身的抗腐性 (因材料特性而异 )决定文物的腐变程度
,

但文物所处的环境

(如地下环境
、

发掘现场
、

博物馆环境等 )对其影响也十分重要
,

漆器也不例外
。

当一种器物刚

埋于地下的时候
,

在水分
、

氧气
、

土壤的酸碱度
、

温度
、

微生物等因素的作用下
,

会 发生严重的腐

变现象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器物与环境相互作用 日趋减弱
,

腐变现象则慢慢得以缓解
,

直至最后

与周 围的埋葬环境相适应达到一种动态平衡
。

而一旦器物被发掘出来
,

暴露在大气环境 中
,

这

种平衡立即激活
,

腐变将重新开始
。

对许多文物材料来说
,

发掘造成破坏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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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所处环境的含水量发生了变化
,

表现在
:
从潮湿的存放处发掘出来会失去水分

,

而从极干

燥的环境发掘出来会吸取水分
。

许多有机材料中纤维或细胞中含有一定量的水分
,

并与周围

的大气环境保持平衡
,

一旦处于较湿或干燥的环境 中
,

它们就会吸收或失去水分
,

从而导致材

料膨胀或收缩
。

2j[

漆器文物的考古发掘实践表明
,

文物出土后失水的情形居多
。

这是由于外界风干和光照

共同作用
,

使得外界空气的温度小于埋葬环境的温度所致
。

而文物发掘后失水会造成一种有

害的影响
,

对于易碎的并且潮湿的器物
,

其中的水及周 围环境的土壤靠表面张力使它结合在一

起
,

如果是一件腐烂的浸饱水有机器物
,

水会阻止其瓦解
。

文物发掘后一旦失水会导致分裂
、

瓦解
、

收缩或变形等现象
。

若是一些多孔含盐物质
,

尤其是那些海生物
,

当干燥后盐会结晶从

而导致结构组织的破坏
。

当器物的表面土壤尤其是粘土变干时会因收缩造成表面 (如涂料或

表面修饰 )损坏
。

就这件青海漆奋而言
,

它当埋于墓葬中时
,

相对于外面干燥的大气环境
,

器物仍处于一种很

潮湿的相对平衡的状态
,

有利于器物的保存
。

而发掘后
,

由于大气环境很干燥
,

如果任其在这样

的环境条件下 自然干燥
,

则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收缩干裂
,

甚至崩溃
,

故急需脱水加固保存
。

3 漆奋保护方案

对于浸饱水木器的脱水定形
,

国内外许多学者已做了大量的工作
。

早在本世纪 50 年代 以

前
,

波兰等东欧国家就开始 了这方面的研究 ; 团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
,

由于欧美国家有多艘沉

船打捞上陆地
,

其保护问题受到了专家们的重视
,

产生了许多化学的
、

物理的保护方法 ; 70 年

代以来
,

我 国和东南亚不少国家的专家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也十分活跃 l3] 目前
,

国内在南方

浸饱水漆器保护方
一

面 已取得 了多项研究成果
,

其中经国家文物局鉴定的已有 五
、

六项之多
。

对于浸饱水漆木器的脱水定形
,

根据脱水保存处理的原理
,

历来有聚乙二醇浸渍法
、

冷冻

干燥法
、

溶剂置换法
、

单体或不饱和树脂聚合法
、

自然 干燥法等等 3I]
二

巨每种方法都有其成功的

应用实例
。

在实际处理过程 中
,

许多方法都汲取其他方法中有价值的部分
。

有时
,

几种方法交

融在一起
,

如冻干法中用聚乙二醇预处理
,

又如将 冻 f
二

法和阴干法相结合等等
。

这些方法都是

针对漆木器中水的稳定替代而进行的
。

对于北方 卜燥地区糟朽漆器的保护研究
,

国内曾有专

家学者进行过一些探索
,

甘肃省博物馆 于十几年前曾开始这方面的尝试
,

但至 今尚未形成系统

的方法
。

经过仔细研究对 比浸饱水漆木器各种脱水保存方法的优缺点
,

结合我们所处理对象的实

际状况
,

在上海博物馆 和甘肃省博物馆研究人员的共同探讨下
,

我们决定选用聚乙二醇预处理

冷冻干燥法对青海漆仓进行脱水保护
。

原理是 : 冷冻干燥法使水在低温下与木材细胞冻成一

个整体
,

当木材内部冰的饱和蒸汽压大于外界汽压时
,

表面冰直接升华
,

使水加 固态形式挥 发

掉
,

从而使水的表面张力不再产生有损木质细胞的作用
。

采用冷冻干燥法有许多优点
,

首先
,

冷冻时水与木胎细胞冻成一个整体
,

使木胎的塑性变形度降到最低或完全消除
。

其次
,

冷冻升

华时
,

表层的自由水和吸着水同时升华
,

在蒸气压差的作用下
,

逐层深人升华脱水到木胎内部
,

使木胎的干缩均匀的分布在整个脱水过程 中
,

干缩应力也仅限于一薄层冰上并大大减小
,

从而

有效的避免了木胎的干缩开裂 川 l’]
。

另外
,

冷冻干燥法操作工艺简单
,

应用方便
,

耗费少
,

处理

后文物有较好的外表以及稳定性
。

在具体处理过程中
,

根据所采取措施的不同
,

又产生了诸如

真空冷冻干燥法
、

硅胶吸湿冻干法
、

P E G 预处理冻干法等
。

其中真空冷冻干燥法是一种比较好

的方法
。

实践证明
,

用此方法处理后的器物一般形稳性好
,

收缩很小
,

而且外观也很好
,

处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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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我们所处理的器物因长期埋于地下
,

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降解
,

器物木胎本身的

组织结构遭到破坏
,

有些部位已糟朽殆尽
,

所以在冷冻脱水前必须对器物进行加固处理
。

同时

由于冷冻干燥过程 中水在冰冻时
,

体积会膨胀从而可能造成木胎的冻裂现象
,

为此也必须用一

些能减少涨力的材料预浸渍
,

我们决定在冷冻脱水前先用聚 乙二醇对器物进行加固处理
。

国

内外将聚乙二醇运用于木材 的加固的成功实例证实
,

聚乙二醇不仅能改变水的反膨胀度
,

而且

能溶解于水
,

并在冰升华后能 以固态形式存留下来
,

极好地加固被处理物的组织结构
,

同时也

能起到稳定木胎体积
、

防止缩裂变形等作用
。

另外
,

它的价格低廉
、

无毒
、

无味和不挥发
,

对设

备要求也不很高
,

是一种很理想的浸渍材料 {5月 }
。

用聚乙二醇对浸饱水漆木器进行预处理时
,

通常都是将所处理器物浸泡在聚乙二醇溶液

当中进行浸透
,

对于体积巨大的器物也可以采用喷测的方式进行处理
。

但对于这件青海漆器
,

由于出土时器物不呈浸饱水状态
,

所以就不能用浸泡的方法对其进行浸透处理
。

我们采用小

喷壶喷涂
、

注射器注射
、

软毛刷或毛笔从漆皮原破损处滴渗等方法对其进行加 固处理
。

4 处理方法

由于盒
、

盖两部分 的修饰手法相同
,

受腐蚀的程度 及含水量都基本一致
,

所以对其采取相

同的处理方法
。

4
.

1 清洗测 t

由于盒
、

盖两部分都疏软
,

所以尺 寸无法度量
。

表面清洗时
,

不用清水
,

而用浸渍材料边加

固边清洗
,

清洗后称重
,

盒重 154
.

3 9
,

盖重 158
.

先
。

4
.

2 聚乙二醇 ( P E G )预处理

预处理分五步进行
。

第一阶段用 5 % P E (孙叨 喷涂或从木 质处滴渗
,

喷涂以不流挂为度
,

喷

完后放人干燥皿内用硅胶吸湿
,

并控制硅胶的吸湿量
,

使器物基本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
。

第二阶段用 5 % PE (粥仪刃 处理
。

漆膜表面喷涂 20 % 丙二醇
,

使漆皮保湿 回软且防霉
。

在观

察基本稳定后
,

每周进行两次涂渗
,

控制干燥平衡
,

每次都必须仔细观察
,

并称重
。

第三阶段用 or % PE G刁仪刃处理
,

内加少量尼泊金乙醋防霉
。

第四阶段用 20 % PE (训0 刀 处理
,

内加少量五氯酚钠 防霉
。

第五阶段用 30 % PE C中仪刃处理
,

内加少量五氯酚钠
,

同时
,

在干燥皿 中用小烧杯放置一些

察香草酚防霉
。

在用 PE G 溶液对器物进行预处理时
,

为 了提高渗透速率
,

我们采用了升温的 辅助手段
,

温

度为 so ℃左右
。

每次喷涂滴渗后保温处理
,

从每次处理后漆器的增重可以 了解渗透的情况 (图

l
、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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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冷冻干燥

由于我们所处理的器物器形较小
,

可以直接放置在真空干燥器中
,

用真空泵对其进行抽 真

空处理
,

因而我们选用真空冷冻干燥法对青海漆仓进行冷冻脱水
。

在真空升华前
,

我们首先将硅胶和真空干燥器进行预冻
,

然后将经 P E G 预处理过的盒
、

盖
,

分别置于真空干燥器中
,

对其进行冷冻升华
。

在冷冻升华过程中
,

经常更换硅胶
。

至器物 重

量保持恒重时脱水完毕
,

重量分别由原重的 331
.

5 9和 3 62
.

飞下降到 230
.

5 9 和 280
.

纯
。

从外观

上看
,

脱水后盒
、

盖两部分基本保持原状
,

色泽令人满意
。

漆仓脱水操作的一些具体数据见表

l
o

表 l 漆仓脱水的数据 T吐触 1 仆
e

da et on 碗帐
r

U an

名名名 出出 年年 胎胎 预处理理 固体含量量 物件预冻冻 工作温差 ( ℃ ))) 真真 处理后后
称称称 土土 代代 工工 材 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 空空 表面外外

地地地地地 艺艺艺艺 t
hhh/ R / ℃℃℃ 度度 观状态态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漆漆漆 青青 汉汉 屈屈 PE G 4( X))) 5%%% 2444
一 5一 一 1 555 一 5一 一 1555 7印印 保持原状状

奋奋奋 海海 代代 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 n业 nnnnn

胎胎胎胎胎胎 PE G今X[ X))) 5
~

一 30 %%%%%%%%% 掩掩掩

5 问题和讨论

5
.

1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处理
,

从 目前状况看
,

我们认为对青海漆仓的脱水是成功的
,

有待今

后进一步观察
。

用 PE G 滴渗
、

喷涂加固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

对于北方出土的漆器
,

有时糟朽

厉害
,

水含量并不呈浸饱水状态
,

这种滴渗
、

喷涂方法更加有效
,

如果单一的采用浸渍的方法很

容易产生在水溶液 中漆膜游离木胎的状态
,

而导致漆器受损
。

5
.

2 文献 【9] 报告
,

PE G 在处理木质过程中会造成木材收缩
,

主要是由于大分子量的 PE G 分

子太大所致
,

所以用分子量越小的 PE G 就越安全
,

但分子量越小越不稳定
,

不利于文物的长久

保存
。

现在公认 PE 引口刀 可以使木质长久保存
,

但 PE G粼X旧分子量大
,

容易使木质造成收缩
。

所以我们采用先用 PE C书X)
,

后用 PE 《训众刃 浸渍喷涂 的方法
,

并且尽量慢慢地改变 PE G 的浓度
,

使之 由 5 %逐渐增加到 30 %
。

5
.

3 在用 P EG 预处理过程 中
,

我们发现当浓度增大后
,

每次都有大量的 P EG 呈固体状沉积在

器物的底部
,

应该是 PE G 浓度过高所致
。

因高浓度溶液在浸演过程中渗透困难
,

由此会产生被

处理物的收缩现象
,

为 了避免这种现象
,

应及时控制 PE G 的浓度
。

5
.

4 青海漆仓上有镶的铜饰件
,

在脱水中没有单独进行封护措施
,

从整个处理效果来看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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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大变化
,

究竟是否要封护
,

如何封护
,

似乎可以作一个专项 的研究
。

用 PE G 对器物进行预

处理
,

处理到什么程度进行冷脱水可以达到理想效果 ?从我们的 PE G 预处理时盒
、

盖的重量变

化图中可以看出
,

盒在 110 天左右进行冷冻脱水
,

盖在 1巧 天左右进行冷冻脱水
,

至于这是否

是处理的最佳点还得进行更多的试验
。

5
,

5 防霉的问题
。

在处理青海漆仓时
,

正是夏天高温季节
,

漆奋含水量又高
,

一开始有大量白

霉滋生
,

我们先后采用 了丙二醇
、

尼泊金乙醋
、

五氯酚钠
、

察香草酚等防霉材料
,

但效果均不理

想
。

后用五氯酚钠和庸香草酚同时作用
,

效果较前理想
。

然而
,

究竟何种材料防霉效果更佳及

如何操作
,

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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