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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地图的修复——《福建马尾各营防地图》的修复案例

 郭志新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军事地图是描绘特定地理范围内地形地势、兵力部署、防御工事、交通路线，以及与军

事相关的山川、海岸、岛屿、城池等地理要素的舆图，在行军打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军事地图对政治管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内容来看，中国古代的军事地图

可以分为主要描绘陆上边防形势和兵力部署的“边防图”，主要描绘海岸边防形势、军力部

署的海防图，以及主要描绘长江、淮河等大河防御形势的“江防图”和“河防图”。清朝晚

期是古代军事地图向近代地图的转型期。道光以来，清朝面临内忧外患，东南沿海多次遭受

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清代适应近代战争和军事战略的近代军事图不断增多。在历次对外战

争中，清朝在东南沿海营建大量炮台、兵工厂、军事要塞和基地，建立新式陆军，绘制了大

量“炮台图”等新式军事图
①
。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福建马尾各营防地图》应是中法战争期间（1883年 12 月至 1885

年 4月），中国东南沿海马尾地区的军事舆图，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

一、关于此地图的介绍

查阅《福建马尾各营防地图》（图 1）馆内的舆图编目信息，记录如下：

图高 61厘米，宽 101厘米，地理方位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图最北处为定海县城池，

南端为长乐县城池，中间为闵安县城池。图中详细绘画了山川、河流、村镇、炮台、岛屿、

航道等。图上粘贴有大量红色笺条，上面墨笔书写驻军番号、统领及驻军人数。图的背面墨

笔书写“福建马尾各营防地图”9字。应是中法战争期间福建马尾地区中国军队驻军详细状

况的军事舆图，资料较为丰富。

马尾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现为福州下属区，是福州的水上门户，也是福建省的军商要港。

① 《我国古代军事防御地图有哪些？》，https://www.lishiziliao.com/jiemi/17343.html历史资料网（2024.12.29

检索）。

https://www.lishiziliao.com/jiemi/173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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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福建马尾各营防地图》

二、修复前的检测

（一）建立电子修复档案

在开始修复前，对地图的原始保存状况进行记录，在初步打开时对地图的正反面进行拍

照。尤其是对图上的破损位置、折痕及每个红色笺条位置进行详细拍照和记录。

（二）修复前的检测

此图为未经托裱的单层淡彩地图。在图上浅黄色区域无损提取被检测纸样，经过分离、

用赫氏染色剂染色后，用实验室光学显微镜观察，发现纤维呈棕红色（图 2、图 3），可见细

长而端头尖削的竹纤维，和网纹状的导管以及薄壁细胞。据此判断，地图所用纸为竹纸。

图 2 显微镜下的竹纤维 图 3 显微镜下的竹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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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损问题

此图送修时呈多层折叠的长方状，展开地图发现图边缘有两处大的缺损（图 4），地图

上分布着一些小的虫蛀（图 5），在靠近折痕处还有因长期磨损而导致的缺损，缺损问题不

算严重。图被经过长时间多层折叠，折痕明显。即使展开地图，纵横交错的折痕也致使图上

形成了顽固褶皱，造成图有多处不平。地图上大量的红色笺条与图相粘接的地方也有褶皱（图

6、图 7），推测粘贴红色笺条时，可能是在图不完全平整的状态下进行的，也可能是粘贴笺

条过程中使用的浆糊过于粘稠而导致图褶皱不平。

图 4 边缘缺损 图 5 虫蛀

图 6 折痕和褶皱 图 7 签条折痕和褶皱

四、修复方案

由于有些笺条背后的地图的褶皱已经被笺条粘贴固定住，而且像这样的笺条数量有很

多，呈聚集状分布，大大小小总共有 32个，因此原因而导致的图面褶皱相应也有很多处。

这种情况下，即使先修补了边缘的缺损，后续如果不揭开笺条展开其背后的褶皱，修复后要

想喷水压平地图仍很困难；况且红色的笺条很容易在喷水压平时遇水褪色，上面的红色一旦

发生晕染就会有污染地图的危险，将会对地图产生二次破坏。所以要先揭开笺条，把笺条后

的褶皱和图的折痕整体展平，然后再对图上的缺损部位进行修补压平，之后再把笺条还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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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这样就能避免修补后不容易压平和喷水压平地图过程中笺条掉色的情况。在揭开笺条前，

一定要对笺条的位置进行拍照和详细记录，以免粘贴还原时发生位置的颠倒错乱。

五、修复流程

（一）配纸染色

《福建马尾各营防地图》边缘的大块面积缺损颜色是淡蓝黑色，地图中间小面积的虫蛀

缺损有的是浅黄色，有的是淡蓝黑色。

根据纤维检测出的此地图所用纸的种类，来选择与之相近的补纸。用厚度仪测定纸张的

厚度，从纸库中挑选出厚度与之相近且略薄一点、颜色也为浅黄色的竹纸，把它分为三部分

使用：一部分作为修补图上浅黄色区域中因虫蛀而产生的小面积缺损的补纸；一部分经染色

后，作为修补边缘大面积缺损、中间虫蛀的淡蓝黑色缺损的补纸；一部分染色后，作为修补

红色笺条的补纸（图 8）。

图上的淡蓝黑色代表海洋，染对应的补纸所用颜料为姜思序堂的花青、赭石和少许墨汁，

赭石用热水浸泡。染红色笺条的补纸所用颜料为曙红和大红。因为所需要的补纸量相对不大，

所以采用刷染的方法染配补纸。

图 8 染笺条的补纸

（二）揭开笺条

笺条粘得牢固，有的完全干揭不下来，需要用水闷润后借助薄竹起子揭开。在揭开笺条

过程中，为了防止红色笺条遇水颜色晕染到地图上，用竹起子揭开笺条与图之间能揭开的地

方之后，不好揭的地方用毛笔蘸尽量少的水，润湿图与笺条粘连的浆糊位置和对应的背面。

同时用吸水纸垫在笺条与图粘接处四周和图背面，及时观察笺条的颜色变化，并随时准备用

吸水纸撤去多余水分，防止红笺条掉色洇染地图（图 9）。闷润一会后，用竹起子或调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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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试探，直至完全分离笺条与图（图 10）。笺条下残留的厚厚的黏稠固体用镊子揭掉或用

调刀刮除干净。相近位置的笺条揭开并整理后，装入同一密封袋中暂时保存，避免散落遗失

（图 11）。

图 9 闷润笺条 图 10 揭开笺条

图 11 存放笺条 图 12 修补压平笺条

（三）修补、压平笺条

揭下来的笺条有的有缺损，需要修补。为了防止在修补笺条时红色发生晕染，在事先染

好的红色补纸上涂抹浆糊，撤水后粘到缺损处，迅速沿破损边缘撕下多余补纸，随后垫吸水

纸压上铅块等待干燥。有折痕和褶皱的笺条也要稍稍喷潮压平（图 12）。

（四）压平图上折痕

除去红色笺条的地图上，原来大量红色笺条与图相粘接的地方，如有细小褶皱需要逐一

打开压平。把图正面向下放在案子上，下面垫吸水纸，用蘸水的毛笔润潮这些褶皱，上面垫

吸水纸，用手用力按压一会后，再用铅块压平。由于地图长期被折叠成方块状，在展开地图

时仍留有深深的纵横交错的折痕（图 13），很难自己消失，也需要借助水分和增加压力使其

展平。用毛笔蘸少量水沿着折痕轻轻划湿，上面垫吸水纸，用铅块压在折痕的相应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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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纵横交错的折痕

（五）修补和压平地图

找出染配好的补纸，对应图正面的缺损，挑选出适宜颜色的补纸；将稀浆糊涂抹在图背

面缺损位置的边缘，保持补纸与边缘重合搭接的宽度不超过 2mm,多余的补纸用镊子撕掉。

补完的地方要用铅块及时垫纸压平。待整张地图大大小小的缺损都补完后，用喷壶的细雾稍

稍喷在图背面，用毛刷轻轻掸平，再往上面垫几层吸水纸，盖上压书板，用大理石压平地图。

（六）粘贴还原笺条

把修补压平后的笺条剪齐，对照事先记录的笺条位置照片，在地图上进行还原。找到笺

条原来的位置，用毛笔蘸少许浆糊，均匀涂抹在笺条顶端至往下大约 5毫米的区域后，立刻

垫吸水纸撤水，将笺条粘贴在图上并压平。其余的笺条依次按此步骤粘贴压平，直至全部笺

条粘贴还原完成。采用粘贴后随即压平的方法，免除了再次压平地图过程中的喷水步骤，从

而避免了笺条颜色的晕染。

（七）剪裁边缘

修补后的地图边缘存在多余的补纸显得参差不齐，把修复压平后的舆图四周进行修剪和

裁齐（图 14）。

图 14 修复后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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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拍照、完善档案

把修复过程中、修复完成后所记录的照片补充到修复档案中，完善修复档案。

（九）冷冻杀虫

把图上下垫吸水纸，夹在两个纸板之间固定，送至冷库。待保护组的同事将制冷设备开

启后，冷冻室将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低温度至零下 30到零下 35摄氏度。地图在冷库进行大约

一周时间的低温杀虫冷冻，然后关闭设备等待冷库自然回温，约一周后再取出地图，归还藏

品所属的库房。

六、结语

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中国著名地图学家王家耀院士指出

“地图是不能被其他信息载体取代的文化产品之一”
①
。地图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文

化符号，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中国古地图遗产应当得到更好地保护与利用，在修复地图时，

要根据地图本身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福建马尾各营防地图》带有大量容易掉色

的笺条，所以在还原笺条位置时，从安全稳妥的角度考虑，应采用随粘随压的方式，以避免

最后整体压平地图过程中的喷水步骤，从而去除了水分对笺条颜色的影响，避免笺条掉色对

地图产生污染。修复后的地图不仅延长了寿命，也得到了更清晰的展现，将来能更大限度地

发挥自身的价值，为学者们的各类研究提供参考。本文抛砖引玉,期待引起更多人关注中国

古地图遗产的修复和保护，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

①
牛汝辰、邓国臣：《地图文化及其价值观——王家耀院士专访》，《测绘科学》2014年第 12期，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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