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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我国石质文物的留存量巨大，种类繁多，碑刻类

文物指表面平整刻有文字或者图案的石碑。碑刻类文

物一般都处于室外，因为年代久远，再加上自然及人

为因素的影响，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引发难以

估量的损失。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对露天碑刻类文物

的保存情况进行调查，做好文物保护及展示方法的研

究，提升露天碑刻类文物保护的效果，确保其能够将

自身的文化传承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1　露天碑刻类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文物保护指针对一些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的历史遗留物品进行保护，避免其受到损害或者避免

损害扩大的措施。从确保文物保护工作顺利实施的角

度，我国政府部门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为文物保护工

作提供了完善的保障措施，构建起了相应的文物保护

体系。借助相应的分类标准，可以实现对文物的分级

分类，对文物的数量和信息进行统计，从而运用有效

的文物保护法则，可以对文物保护工作实施的具体内

容作出明确规定。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有着十分积极的

意义，我国有着五千年灿烂的历史文化，在文化传承

过程中文物是非常重要的载体，露天碑刻类文物本身

的内容丰富，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图画，在见证社

会和时代变迁的同时，也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价值、

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及科学价值。对露天碑刻类文物

进行保护，可以将其所具备的文化承载功能充分发挥

出来，也能够为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助力，

提高文化自信心以及民族凝聚力。

露天碑刻类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维系国家团结统一方面也同

样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碑刻文化可以体现出不同

时期的技术成就，是研究工作得以实施的重要依据，

有着巨大的艺术、文化和科学价值，在新的发展环境

下，想要推动科学文化的创新发展，需要合理地利用

文化遗产，即便是古代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当下依然

有着创新利用的价值，能够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参

考和借鉴。

对碑刻文化进行保护和研究，可以了解古代技艺

的原理，从中获取相应的启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

析，文物是非常重要的旅游资源，对其进行管理和合

理的利用，可以很好地带动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做

好露天碑刻类文物保护工作，能够很好地满足群众精

神文化的需求，有助于全民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也

可以为爱国教育、文化自信教育等提供可靠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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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露天碑刻类文物保存现状

碑刻类文物本身的体量巨大，移动难度大，很多

都是露天放置，受自然因素的侵蚀，表面的字画已经

变得十分模糊，加上不少游客在游览时喜欢用手触摸

碑刻，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坏。针对这样的问题，文物

保护单位在对露天碑刻类文物进行保护时，尝试了一

系列的方法，如安装防护栏、设置玻璃隔罩等，但是

实际效果并不十分理想，防护栏仅仅能够减少游客对

于石碑的直接接触，无法防范环境因素的侵蚀，玻璃

防护罩的安装会影响游客的观感。本文以苏州文庙四

大平定碑为例，对其保存现状进行分析。

苏州文庙戟门外的广场上，竖立着4块近6米（包

括碑座、碑额）的清代御碑，被称为四大御制平定

碑，皆采用满汉对照的方式，记录了当朝皇帝平定边

疆的功绩。4块巍峨的御碑自在苏州文庙竖立之日开

始算起，已历经300年的岁月沧桑，期间被扑倒、移

动③，遭兵燹或人为破坏，虽然残破，依旧显得端庄

肃穆。2003年，苏州文庙公园修建时，苏州市政府拨

款20余万元，将四大平定碑移至戟门外，为碑做了碑

座，并用青砖在碑后砌了护墙，使文庙公园、四大平

定碑、文庙戟门有机地融为一体。由于当时条件的限

制，未将碑刻还原到最初的碑亭放置状态。如今又是

十八个春秋过去了，四大平定碑经过阳光暴晒和风吹

雨淋，碑面风化十分严重，凭肉眼已完全看不清碑面

的字迹。与前文所附的碑刻旧拓相比，字口漫漶程度

令人触目惊心（图1、图2）。

这4块御碑的存在对认识我国历史的演变，甚至

对于我们今天正在热烈讨论的清代民族边疆区域经营

理念，以及对今天的边疆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因此，我们急切呼吁加大对四大平定碑的

关注和保护。

3　露天碑刻类文物保护和展示方法分析

3.1　做好数据收集

就目前而言，在针对露天碑刻类文物进行保护、

修复和展示的过程中，需要做好相应的数据收集工

作，明确现有保护及展示方法的优势和缺陷，采取有

效的应对措施。石质文物保护可以采用在文物表面涂

刷保护层的方式来隔绝有害物质，延缓损伤，当前有

记录的研究包括了有机硅涂料保护、无机材料保护、

纳米仿生材料保护等。在对四大平定碑进行保护时，

可以采用上述方法，也可以参照国外的一些方法，如

覆膜保护等。

3.2　优选覆膜材料

对于露天碑刻类文物进行保护时，存在两个方面

的要求：一是必须延缓各种病害的发生；二是必须确

保游客能够清晰地看到碑刻的内容。可以参考照片装

裱技术，将冷裱膜设置在石碑上，用于碑刻文物的保

护和展示。冷裱膜是一种在引发剂作用下，由氯乙烯

聚合得到的热塑性树脂，有着良好的通透性，可以有

效抵抗硬物划伤，可以灵活裁剪，操作简单，对比可

以发挥类似工作的玻璃护罩，冷裱膜装裱技术的优势

十分明显。

首先，冷裱膜技术易操作，以四大平定碑的规格

尺寸为例，只需要2个人，花费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图1　四大平定碑现状

图2　严重风化导致字迹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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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够完成相应的工作，玻璃护罩则需要进行打孔、

支架制作、玻璃安装等，人力和时间成本的消耗巨

大；其次是易清理，覆膜紧贴在石碑上，在清理时只

需要对表面的灰尘进行擦拭即可，玻璃护罩内部的灰

尘清理难度很大；最后是安全性，覆膜保护不会产生

相应的安全问题，玻璃护罩保护可能会出现护罩碎

裂、碰撞等安全问题。结合四大平定碑的具体情况，

为了避免游客在观看过程中出现反光和眩光问题，应

选择具备较低折光率的压光冷裱膜覆膜材料，将碑刻

内容清晰地呈现出来。

3.3　实施保护修复

3.3.1　做好表面清理

露天碑刻类文物暴露在露天环境下，表面很容易

出现污垢和沉积物，在进行保护修复前，需要对表面

进行清理，可以使用竹签进行手工清理，配合棕毛刷

进行刷洗。一些清理难度较大的顽固性污垢，可以利

用纸浆配合EDTA溶液进行包裹，等到污垢软化后，

再对其进行清理。清理完成后，使用去离子水对石碑

进行整体冲洗，以确保所有的字迹清晰可见，使表面

没有任何杂质，然后自然干燥即可。

3.3.2　破损部位修复

如果石碑表面存在破损情况，如崩塌、起层、

脱落等，需要先对其进行修复。修复工作需要在表面

清理完成后进行，可以使用一些常见的石质文物黏结

剂，如环氧树脂加固化剂，使用石粉、石膏作为填充

料，以颜料进行调色。补色应该较石碑原本的颜色稍

浅，等到干燥后进行打磨。需要注意不管是修复还是

打磨环节，都应该对石碑上的文字和图案进行保护，

避免出现人为损伤。

3.3.3　石碑拓片制作

在制作石碑拓片时，需要经过几个核心步骤：

一是白及水制备，将白及切片之后，放入容器中，

加入开水（500毫升左右）浸泡20～30分钟，放凉后

装入到喷壶中；二是依照石碑的实际尺寸，将宣纸裁

剪好，叠成20厘米左右的方块，取一盆倒入适量开

水，使叠好的宣纸立起，四边浸水到中间后，取出放

到干毛巾上包好，将多余水分挤出，这样处理后的宣

纸有着更强的延展性，可以为后续操作提供便利；三

是贴纸，使用喷壶将白及水依照自上而下的顺序均匀

喷洒在石碑表面，然后将经过处理的宣纸粘贴在石刻

一面，使用棕刷将宣纸刷平整，确保不存在气泡和折

痕，然后再次排刷，以确保宣纸能够牢固粘贴在石刻

上，使用打刷，将宣纸打入到石刻表面的字体的凹陷

位置，然后将打刷过程中掉落下的纸屑和纤维清除；

四是拓片拓制，等到宣纸风干后，可以对拓片进行制

作，要求工作人员能够严格依照标准化的流程进行操

作，做好精细化处理，切忌急于求成，尤其拓包不能

过于潮湿，否则会导致字迹模糊，在拓印完一遍后，

需要等待墨汁干透，再进行第二遍、第三遍拓印，一

般需要拓印四五遍；五是等拓片干后，需要将四周边

缘向内折1厘米，将其切除，做好修边处理，确保不

存在毛边的情况，为后续操作提供便利。

3.3.4　冷裱膜贴覆

结合四大平定碑的保护现状以及苏州地区的气候

条件，选择的冷裱膜材料为PVC树脂亚光膜，其他

需要用到的材料有裁纸刀、玻璃胶（透明、中性）及

注射器等。在实际操作中，一是应该依照拓片的尺寸

对冷裱膜进行裁剪，每边留出1厘米的空域，背部朝

内卷起，留出30～40厘米的长度，将覆膜与背纸揭

开。背纸下折后，将冷裱膜带有胶的一面朝向拓片，

两名工作人员配合将冷裱膜与拓片的边缘对齐，卷起

部分放下保持自然下垂状态，然后查看冷裱膜与拓片

的对齐情况，确认无误后，使用毛巾从上部中间位置

朝两侧均匀抹平并压实，直至最底边。粘贴完成后，

需要检查是否存在有未压实的区域或者气泡，未压实

区域继续压实，气泡可以使用注射器吸出。在压实过

程中，从避免损伤冷裱膜的角度，不能使用刮板等硬

物进行压实，四周可以进行反复抹压，最大限度地保

障边缘与碑刻粘贴的牢固性。从操作人员的角度，需

要明确，如果发现膜上出现了折痕，不能揭开重新粘

贴，因为冷裱膜自带的背胶粘接力很强，容易将拓片

粘起，导致其与石刻脱离。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在冷裱

膜表面垫上几层宣纸，使用木槌对折痕位置进行反复

敲打，直至其减轻乃至消除。二是封边，可以在玻璃

胶枪的枪嘴上切出小卸口，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于四

周进行打胶，使用工具或者手指将玻璃胶均匀涂抹在

冷裱膜和碑刻连接位置，形成1～2毫米厚的封护层。

在碑刻底部可以使用预先准备好的压条进行压实，将

其压在已经涂抹均匀的玻璃胶上，压条的尺寸为5厘

米×1厘米（宽×厚），可以使用木条或者塑料条，

需要提前涂刷成和碑刻相近的颜色，压条四周同样需

要涂刷玻璃胶。设置压条的主要作用是避免底部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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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潮气侵入的问题，在所有工作完成后，需要对边

角料进行清理，保持环境卫生。

3.4　应用效果

冷裱膜技术能够实现对露天碑刻类文物表面的

有效保护，防范自然因素侵蚀的同时，也可以减少人

为涂抹和刻画。对比玻璃防护罩防护技术，其优势体

现在很多方面：一是不会产生眩光问题，哑光材质能

避免反射眩光的产生，不会影响游客的参观体验；二

是避免了玻璃碎裂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三是成本相

对较低，以该项目中使用的哑光冷裱膜为例，其造价

在15元每米，单一石碑的材料成本仅为45元左右，

加上人工费用也不过百元，玻璃防护罩需要用到支

架、钢化玻璃以及安装费用，在同等尺寸下，成本约

为1000元；三是清理简单，只需要使用湿布擦拭表

面灰尘即可，相比较而言，玻璃防护罩不可能完全密

封，而且还容易进入灰尘，灰尘吸附在玻璃罩内壁

上，会影响展示效果，清理难度也相对较大。

3.5　展示方法

在经过上述处理后，露天碑刻可以直接展示，

冷裱膜的存在使碑刻对自然因素的抵抗能力得到了显

著提升，在加强管理的情况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游客对于碑刻的触碰，而且轻微的触碰并不会导致冷

裱膜的损坏。另外，在信息时代，露天碑刻类文物的

展示也可以引入相应的信息化技术：一是可以通过图

片展示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对碑刻进行拍照，整理后

放在相应的网络平台或者旅游App上，使更多的人

能够通过网络“看”到碑刻，更好地了解碑刻传递的

文化，对其受众群体的范围进行拓展；二是可以进行

三维建模，构建起露天碑刻类文物的三维模型可以采

用基于图形的建模技术，完成建模工作后，可以以碑

刻所处的环境为蓝本，构建虚拟场景，考虑到建筑模

型的复杂性，技术人员可以先将其分成若干独立的模

块，使用3D MAX等软件进行建模和贴图，然后导入

到VRMLPad中进行编辑，就能够得到相应的建筑三

维模型。

场景模型的构建需要依照相应的数据库组织原

则，将所有的模型集成到一个场景中，形成完整的虚

拟场景，划分好地面、建筑、道路以及辅助设施等，

使游客能够借助相应的VR设备，访问虚拟场景，欣

赏碑刻文物。总而言之，碑刻文物的展示方法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通过线上虚拟展示和线下真实展示

相互结合的方式，能够进一步提升展示的效果，使更

多的人能够了解碑刻文化。

4　结语

在对露天碑刻类文物进行保护和展示的过程中，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本文提出的仅是其中

的一种，这种方法经过了一定的实践检验，具备比较

理想的保护效果，虽然受到硬物刻画时，冷裱膜会出

现破损问题，不过其本身的厚度和机械强度会将碑刻

受到的损伤降到最低。另外，冷裱膜在阳光的长期照

射下，会出现发黄及脆化的问题，但因拓片本身为黑

色，基本看不到颜色的明显变化，脆化部分也不会出

现开裂和起翘的情况。冷裱膜的背胶厚度很薄，没有

流动性，同时也不溶于水，在覆膜过程中，不会渗透

到宣纸下，因此不会对碑刻石材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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