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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局条面面观
——中国传统书画装裱、修复工艺的科学性

李涛

最近有多个学生甚至做了多年的同行问我，画心
托底什么时候用软局条，什么时候用硬局条？什么时
候不用局条？我耐心分别解答后，才发现这个平时看
来“司空见惯”甚至“无需思考”的问题，竟然还真有
必要掰碎了、揉烂了，深入地解读一番。

什么是局条？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的解释，“局
条是镶于书画心周围的纸牙，以其将书画心和镶料
边接在一起。局条起保护画心的作用，一般较有价值
的书画都镶局条。有局条，日后重裱无损画面，同时
也使字画更加庄重美观。”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保
护”和“美观”。

广义的局条

其实除了珍贵书画，在
画廊购买普通书画时，局条
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图
一）。广义的局条除了上面解
释中，使用糨糊黏贴的纸条
外，还应包括使用卡纸装裱
时，在卡纸与画心之间黏贴
的有色卡纸装饰线（图二）。
此外还有直接把纸条裁切成
细线贴在裱件画心与绫边正
面，甚至还有直接用笔绘制
装饰线的情况，上述都可以认为是局条装饰线的范
畴。这里体现的是局条“美观”的功能。但本文主要讨
论传统中国书画装裱、修复工艺中的硬、软两种局条
使用情况和各自特点。

硬局条

硬局条在新画装裱时使用最为普遍。其大概的流
程是：
●画心及准备用作局条的纸张分别托底、上壁、阴干
挣平；
●画心下壁、方裁；
●托好底的局条纸张下壁，并根据希望留出来的局条
装饰线宽度，加上画心以及绫边镶接的糨糊搭口宽度
裁出局条备用。比如糨糊搭口宽度预计3毫米，局条装
饰线宽度2毫米，那备用局条的宽度就是3毫米（画心
搭口）+2毫米（局条装饰线宽度）+3毫米（绫边搭口）=
8毫米（图三）；
●先将方裁好的画心背面向上，选择一条长边以隔糊
遮挡，涂稍浓糨糊，然后将局条按照镶口宽度镶好，接
着以此法镶好另一条长边。然后用剪刀或裁纸刀将长
出画心的局条裁齐。接着镶好两条短边并裁齐多出部
分；
●画面向上，将局条正面的四条边分别涂糨后，留出
局条装饰线镶好绫边。接下来的工序不再赘述。

单条局条长度最好超过需要镶口的画心边长，若
确因局条材料长度不足，又无法寻得替换材料的情况
下需要延长局条的，也不要使用直接搭口的方式进
行，否则一来不甚美观，二来因硬局条搭口处太厚（4
层纸的厚度），会为日后画心折断或离层埋下隐患。正
确的方法是，将第一段局条镶接至剩余100毫米时，取
第二段局条与之重叠，并用锋利的剪刀以 45°角将两
段局条的搭接处直接剪断，再碰缝完成局条的拼接。
然后在覆被前用2毫米宽单宣涂糨糊黏贴在局条碰缝
的后面。这样的好处是，不论画心横卷还是竖卷，碰缝
的拼口与画心收卷的方向都是 45°交叉，如果手法娴
熟，几乎是看不到拼接痕迹的，还避免了直接搭接的
各种缺点。

软局条

软局条是相对于硬局条
引申出来的概念。

大多情况下，软局条都
是使用在揭裱后的旧画上。
新书画第一次装裱的时候，
绝大多数都需要对画面进行
方裁，首次方裁后的画面构
图也趋于完整。因此，即便装
裱过的书画画面遭受虫蚀鼠咬，画面构图已经固定，
整体的边际大方向也是直的。所以不能为了追求边际
整齐，对画面边际再做丝毫裁切。否则，每次哪怕多裁
1毫米，若书画经过10次翻裱，一条边也会少10毫米，
这会严重影响画面构图甚至伤及边款和印章（图四）。

画心揭裱后，如果画面边际完整无残缺，或已经
将揭裱后的残缺处补齐的前提下，将准备好的单层宣
纸裁切成50毫米左右的纸条备用。软局条的镶接可以
先镶边再托底，也可以先托底再隐镶软局条。
●先镶边再托底（图五①）

揭裱并补齐边际的画心涂糨，将裁切后的纸条直
接预留搭口宽度后，用毛刷蘸稀糨糊，如同画心托底
一样，完成第一条画心长边的纸条搭接。接下来镶第
二条长边，然后搭把尺子与画心短边重合，撕掉长出
来的纸条。再镶好两条短边
后托底（图六）。
●先托底再隐镶（图五②）

如果画面千疮百孔，揭
裱后一个洞一个洞的修补耗
时太长，画面一直保持潮湿
待补的状态，对画面的安全
是很不利的。这时候就需要
揭裱涂糨后，将之前准备好
的与画心颜色一致的托底纸
先托在画的背面。托底时需
要每边至少多出50毫米废边
以备后续操作。然后沿着画
面残缺不直的边际，缩进 5
毫米左右的托底纸边缘背面
涂糨。根据画面边际残缺最
凹陷的地方搭接足够宽的单
宣后，预留 1-3毫米搭口，用

棕刷将纸条刷实，再使用工具将重叠多余的纸条刮除
干净。而画面留下的大量虫孔，则在画面干燥后慢慢
隐补，以确保书画安全（图七）。

从上述硬局条和软局条的工艺流程上不难看出，
硬局条与画心的搭口有4层纸张，分别是画心、画心托
底纸、局条纸以及局条托底纸（图三）。而软局条则是
画心、局条纸加上画心托底纸的3层结构（图五）。不要
小看这 1层纸张厚度的差异，一幅裱好的卷轴在收卷
后，10-20圈的层数是很正常的，而局条的位置会不断
重合，也就是说如果重叠 20圈，软局条的位置会多出
20层纸的厚度，而硬局条则直接翻倍，变成 40层纸的
厚度累积在一起。再小的事物不断累积，所带来的后
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因为局条厚度的影响，经常会看
到裱件天头在局条上方出现压痕的情况（图八）。

除了少一层纸以外，镶嵌硬局条使用的是较浓糨
糊，而镶嵌软局条使用的是与托底一样的稀糨糊。糨
糊越浓，干燥后越脆硬、易折断、易离层，因此两者的
区别以及对画面的长久保存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局条颜色的选择

局条颜色的选择首先要根据画面颜色来决定。很
多旧画年代久远积尘，纸张自然老化，画面都会产生
较为古朴的旧色。在选择局条的时候可以选用与画心
颜色一致，或比较浅的颜色，甚至白色来作为局条。若
画面较为明净，则可以选用白色或者略深于画面的颜
色作为局条。若画面边际残缺过多，或者因前代修复
将画面裁切太多，则建议使用与画心颜色一致的托底
纸，用先托后隐的方式镶局条，并根据画面构图情况，
留出足够宽的“局条”，不必拘泥于前文所述1-3毫米
的局条装饰线宽度。由此可见，一个好的文物修复师，
不但不会对画面再次裁切分毫，反而还通过软局条的
扩展延伸功能，使修复后的作品尺寸更大。虽然修复
师要付出更多工作量，但对文物的意义是十分巨大
的。因此软局条在满足“美观”效果的基础上，还对画
面起到了更好的“保护”作用。

新装裱的普通书画，很大一部分都会选用比较提
神的深咖啡色。有些人会认为深咖啡色“恶俗”，其实
审美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很多情况都是见仁见智。
新画也有使用白色局条或灰绿色甚至金色局条的，一
来要契合画面原本颜色，二来要根据客户癖好或需
求，三来要根据画面悬挂环境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

局条镶在画心正面还是背面

这也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保护书
画，要本着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无论是否镶局条，出硬局
条还是软局条，涂糨糊的时候都不能涂到画心正面。
●无局条的镶边顺序是：在托好底并方裁后的画心边
缘背面镶口涂糨—镶绫边；
●镶硬局条的顺序是：在托好底并方裁后的画心边缘
背面镶口涂糨—镶好4条双层局条—局条正面涂糨—
镶绫边；
●镶软局条的顺序是：在画心背面整体涂稀糨—用稀
糨镶好4条单层生宣纸条—托底上壁（或先托后隐）—
下壁后留足局条装饰线和绫边镶口裁切整齐—软局
条正面涂糨镶绫边。

上面的几种方法可以看
出，无论如何镶嵌，画面正面
边缘都是没有涂过糨糊的。
因为糨糊涂到画心正面，在
日后书画需要揭裱的时候，
很容易将画面边缘撕坏。即
便使用的糨糊可逆性很好，
不会黏坏画面，局条或绫边
遮盖在画心正面边缘的部分
因与空气和光线接触量不
同，揭裱后也会留下无法去
除的痕迹（图九）。

新画是否可以用软局条

新画也是可以用软局条的，但是要根据实际情
况，问清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再去选择镶嵌软局
条的具体方案。

所谓三分画七分裱，新画心未托底之前往往因墨
汁、颜料及水分的影响导致画面瓦翘不平，不便于收
藏及欣赏。因此有些藏家或收藏机构，希望将画心托
底后保存。如果直接托底，预留的保护边只有 1层纸，
极易发生“塑料包装易撕口效应”殃及画面。若将单层
纸边裁去，不留保护边，书画边缘又易磨损，并且再次
上壁没有废边作为依托，再次装裱的时候需要对画心
重新揭裱，这会严重影响收藏安全。

所以如果只为收藏，最好在托底的时候，直接出个与
画心颜色接近的50毫米以上的软局条，使保护边变成2
层，从而对画心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预留的这50毫米软
局条也可以在日后重新装裱时，直接充当废边上壁使用。

但新画一般来讲都是整张新纸或者画家随便裁
切的不规则纸张。新纸在出厂时是剪纸工人用一把大
剪刀把 100 张宣纸沿着桌面边缘手工裁剪的（图一
〇），或多或少都存在误差，所以实际上宣纸的边缘并
不是直线。而且为了区分纸张的品牌和品种，在整刀
宣纸的1条边或多条边上，还会钤印红色的印章，俗称

“红口”（图一一）。
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收藏或托底后用卡纸装裱就

没问题，因为卡纸可以遮盖住画面边际的上述缺陷。
新画心直接出软局条的优点有：①使画心平整便于

收藏和欣赏；②保护画面避免撕裂，并预留了双层废边，
方便日后再次上壁；③完整的保持画心原始状态，完全不
会裁切到画面的任何部分，如果是民国之前的未托底
画作，保留“红口”等信息还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如果新画心托底是为了装裱成传统压镜或卷轴，
直接出软局反而弊大于利：①方正画心时需要裁掉红
口或不直的边，这样会将本该留下的局线裁掉从而使
软局条失去意义；②如果裁切量很小，留下软局条的
搭口，则接下来不论是否镶局条（软或硬），都无谓的
增加了一层纸张的厚度；③如果为了不留下软局条的
搭口，而将搭口完全裁掉，则会多增加裁切量，反而得
不偿失。这种情况下，直接托底而不出软局条对画心
损伤反而小些。

如果短时间内只想托底后收藏，未来又想保留软
局条装裱成传统压镜或者卷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呢？答案是可以使用折中的办法。具体做法是，画心托
底前先对画心进行方裁，然后按照旧画出软局条的方
式完成画心的托底工作。

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保留软局条，但
也有一定的不良效果：①单层宣纸裁切难度较大，容
易在裁切时损坏画面边际，导致损伤更大；②重墨的
书画作品瓦翘严重，即便托底前裁直边际，画心见水
展平后也无法保证已裁切的边际保持平直。所以说这
个方法是折中而不是最优的方法。

在实际工作中，方法的选择原本就没有绝对正确
的标准答案，因此，本文尽量将不同的局条镶嵌方法
罗列全面，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各种方法的利与
弊，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及调整。

海南岛地处边陲，孤悬海外。汉元封元年（前110），中央政权在
海南设立儋耳、珠崖两郡，海南开始受中央管辖。唐代政府重视对
海南岛的开发，派遣官吏加强对海南岛的管理。到了宋代，随着统
治的进一步深入和海洋经济文化的影响，大量移民和贬官来到海
南，带来了内陆的生产技术、文化艺术和思想观念，与原住民的生
活习俗交融碰撞，海南岛迎来了大发展机遇。此时也是海南岛移民
高峰，据史料记载，入琼始祖多为宋人。再加上海运大开，海南岛成
了南海航道的重要枢纽和补给站，夯实了海南岛的经济基础。明清
时期，海南岛的文化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无论是海南地方官员还是
市井平民，都十分重视教育，州、府、县学以及书院逐渐完善。海南
岛上学风鼎盛，文风蔚然，人文荟萃，出现了一批饱学之士，其中海
南“四绝”为佼佼者。这“四绝”分别为：“著绝”丘浚，学识渊博，著作
等身；“忠绝”海瑞，清廉为官，忠心耿直；“吟绝”王佐，诗词温厚，文
气光明；“书绝”张岳崧，笃学勤政，精通书法。

张岳崧（1773—1842），字子骏，又字翰山、澥山，号觉庵、指山，
清琼州府定安县（今海南省定安县龙湖镇高林村）人，清代名臣、书
画家。清嘉庆十四年（1809），张岳崧以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成为
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随后步入仕途。初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
协修官，后历任会试同考官、武英殿纂修、陕甘学政、文渊阁校理、
翰林院侍讲、江苏常镇通海兵备道、两浙盐运使、浙江按察使、大理
寺少卿、湖北布政使、护理巡抚等职。张岳崧一生为官，勤政清廉，
恪尽职守，除弊兴利，颇有政声。张岳崧饱才博学，涉猎广泛，著有

《筠心堂文集》十卷、《筠心堂诗集》四卷、《运河北行记》一卷、《水利
论》三篇、《训士录》一卷、《琼州府志》四十四卷等。

张岳崧高超的书法造诣广为人知，书法作品深受群众喜爱，其
书法以楷书见长，兼擅行、草，为清嘉道年间广东四大书法家之一。
同科林则徐对张岳崧的书法也情有独钟，《张岳崧致林则徐信札》
中有记“雨后骤凉，臂患复作，委书扇至不能成字。遂良鬓发尽白，

世南臂痛废书，竟尝并驾前贤，想闻之捧腹也。钟铭新寄至，附赠，即承少穆二
兄同年日佳。”张岳崧为人谦和，在他为官的地方，都有不少书法作品传世。他
辞官返乡后，对于上门求字之人更是乐于挥毫。因而，海南他的作品存量较大。
海南省博物馆收藏有张岳崧的册页、草书轴、对联、匾额和印章，还有广东省博
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也收藏有张岳崧的行书作品。

张岳崧的书法，总体来说属于“二王”一路的帖学传统。他早年学习欧、柳，
风格严整峭拔。中年入仕后，受朝野上下摹习赵书风气的影响，规整有余，灵动
不足，时露馆阁之气。晚年他的书法加入了颜书的厚重和米书的肆意，一改原
先拘泥拖沓、软弱乏力的赵书习气。《岭南书法史》中称其晚年时期的书法“势
雄意健，书中有一股刚直雄奇的气概。”

张岳崧的楷书深受唐代几位楷书大家的影响，又有其独到之处，笔酣墨
足，笔力劲挺，运笔秀巧，颇能见出腕力功底。《中国书画家大辞典》中称其“书
宗欧柳，尤长擘窠大字。”其楷书清劲峭拔，兼有颜柳之长。海南省博物馆收藏
的《南安书院碑记》册页（图一），便是张岳崧的楷书代表作品之一。册页字芯纵
23.3厘米，横 15.2厘米，二级文物。楠木封皮纸本二十四开页，木封陈旧，封面
左行书“南安书院碑记”六字，虽磨损严重，但尚可辨识，唯留钤印已不可辨。册
页内以麻纸作芯，草纸为底，纸色米黄。每页方格工书欧体二十四字，全册共五
百六十八字。册页后题“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提督陕甘学政琼州张岳崧撰并
书丹篆额”。全册共钤八枚收藏印：首页押角依次钤“则赵收藏”“唐氏”“王献生
印”三印；第二页空白处钤“唐笈善印”“则赵”二印；最后一页末尾钤“养晦堂”

“则赵收藏之印”“则赵珍藏”三印。其中“唐氏”“王献生印”为白文，其余均为朱
文。可惜的是通篇未见张岳崧本人钤印。其中书法以欧体楷书为正，用笔精到，
功力非凡，有着明显的帖学痕迹。字形微长，气势奔放，分间布白，疏密有致，严
谨工整，平正峭劲。

南安书院建成于道光五年（1825），当时身为陕甘学政的张岳崧为其建成
作《南安书院碑记》。《南安书院碑记》开篇记述“巩，嬴秦故壤也。祖龙置郡陇
右，汉季易南安，割据沿革，代不胜纪，关陇巴蜀，背拊吭扼焉。”巩昌，今甘肃省
陇西市，清康熙八年（1669）在此地设巩昌府，曾是甘肃西部最大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中心。全篇通过五百余字，将南安书院的建制沿革、人文风貌、内部结
构、外部环境，以及兴办书院的原委和愿景展望，交代得明明白白，使读者对当
时的情景了然于心。此碑记对于研究清代中晚期陇西地区的教育资源建设与
分布情况，以及张岳崧生平考证，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全篇语言精练，用词精
确，行云流水，朗朗上口，叹为观止。不仅再现了张岳崧才高八斗、满腹经纶的
文人风采，同时也反映出他为官清廉、乐善好施的高尚品德。

海南省博物馆藏有张岳崧草书轴一件（图二），此书轴为纸本，纵 118厘
米，横 40厘米，摘临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书谱》中关于王羲之、钟
繇、张芝书法成就的一段文字，内容为“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
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
左下自题“澥山张岳崧”，钤白文“张岳崧印”和朱文“秦陇持衡”二印。

《书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体系完整的书学著作，它构建了唐代书法理论
的基本框架，为中国古典书学理论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书谱》全篇三千五百余
字，论述了历代书法变迁，揭示了书法艺术的本质以及众多规律。作为与怀素、张
旭齐名的唐代草书大家，孙过庭草书造诣深厚，笔法精熟。因此，除了具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外，《书谱》本身亦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是学习草书的楷范。

明代的董其昌、宋克，清代的梁巘、包世臣等都对《书谱》进行过临摹创作。
而张岳崧所临表现出极强的个人风格，草法连绵，点画多变，有飞动之势，运笔豪
迈，酣畅淋漓，充满韵律感。此轴整体书风质朴妍美，飘逸潇洒，风姿绰约，运笔轻
快，简约精细；笔锋起伏变化，或藏或露，中锋侧锋并用，忽起忽倒，顿挫转折，生
动灵秀；笔势纵横洒脱，已至心手相忘之境，韵味幽淡自然，有文人雅逸之风采。

张岳崧一生崇学重教，兴学育才。清朝经过雍正、乾隆年间对书院创办的
积极扶持，嘉庆、道光时期书院数量达到顶峰。张岳崧任陕甘学政时，曾捐俸修
复西宁湟中书院、巩昌南安书院、绥德雕山书院。后来还曾在广州越秀书院、肇
庆端溪书院讲学。辞官回乡后，在琼台书院授徒多年。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捐资
重修定安文庙，设立宾兴馆，资助穷困学生参加考试，为海南的文化教育事业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岳崧主张以程朱理学为宗，认为学习是进修人理的途径。他在《训饬学
业示》中记“有宋程、朱诸子，于圣贤之义，身体力行，口讲指画，实能发经书之
蕴以诏来兹。”《湟中书院碑记》中载“以德行为先，以纲常为本，以忠孝节义为
归，以礼让廉耻为重，以修己治人为务，以经济事业为期。”儒学书作多有万卷，
学习中无法对每部经典都做到深刻剖析，因此把程朱理学作为根本基础的重
要性就更为凸显。学习首先要从宋代儒学文献的注解入手，弄清其中要义之
后，才能对圣贤们所表达的主旨探知一二。整个学习过程中还要遵循道德先
行，以伦理纲常为基础，再加之忠孝节义、礼让廉耻的社会准则，最终达到内以
修己、外以治世的期愿。

仅从《筠心堂文集》可知，张岳崧作碑记的书院、学宫就有七处，其对于修建
书院的支持可见一斑。清道光三年（1823），海南崖州开始重建孔庙，崖州孔庙也
成为中国最南端的官方最高学府，张岳崧特作《重建崖州学宫碑记》纪念此事。张
岳崧认为儒家圣道博大精深、至善至美，既有益于国家政治，又有益于个人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即使是极为荒远偏僻的地方，也没有不尊崇儒学圣道就
能够倡明教化的先例。儒学正道宏大中正，教化人心。人只有回归天性本心、尊崇
先圣的诚心，才能领悟到做人的德行和做学问的道理。张岳崧重视儒学的本源
作用，以孔孟思想为宗旨，指出要通过修养内心和尊崇圣道等方法达到纯正平
和的境界。张岳崧对儒道经典如此重视，推动了清代琼州学术的繁荣发展。

观其一生，张岳崧饱读诗书，博学多才，精通书画、律历、经济、水利等；异地
为官数十载，宦迹陕甘、江浙、湖北等地政绩斐然，他全力支持林则徐禁烟，受到迫
害，无怨无悔。作为清代岭南四大书法家之一，张岳崧将正直的人品和高洁的志趣
融入自己的书法之中，书画清高，首重人品，高韵深情，坚质浩气。张岳崧兴学重
道，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见解推动了清代海南的教育发展和文化繁荣。地处
祖国边疆的海南岛上有如此才华横溢之人，难怪嘉庆皇帝惊叹：“何地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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