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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从巴黎奥赛美术馆藏梵高《自画像》被涂鸦的传闻想到 
 

莫述文  广东美术馆艺术修复部 
 

    自 2020 年年初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至今而近四个月时间，世界各大传媒和新闻机构都几乎围

绕着新冠病毒的传播、发展和控制等重要话题而报道消息，一般大众也把关注力放在疫情的发展

情况和感染数据的增长，以至于其他类型的消息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然而在 4月初，一则国外

艺术新闻却在国内网络上流转并在艺术圈引起了一些关注和讨论，为这个疫情期平静的文化界泛

起了一点涟漪。 

    究竟是什么国外消息能够对我们的艺术界引起注意呢？据说就是法国巴黎著名的奥赛美术

馆里所收藏的一幅梵高《自画像》油画被涂鸦破坏了，而涂鸦者是一名仅 6岁的小女孩。这则新

闻的真实度尚未求证，据传闻是一则愚人节的假新闻，而故事的内容报道如下： 

    由于近期法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十分严重，美术馆和博物馆都按照政府防疫要求通通关闭，而

奥赛博物馆也为防止 Covid-19病毒传染而关闭了。在闭馆期间，一名博物馆保安在日常巡视时却

发现梵高的《自画像》油画被故意涂鸦了。此后经警方调查发现，原来是博物馆里一名保安职员

的 6岁孩子贝蒂所造成的。由于疫情控制时期，贝蒂的母亲不能居家工作，但又不能把女儿单独

留在家里，于是做保安的父亲在没有通知上级的情况下，只好带着女儿去博物馆上班。 

    然而趁着父亲值勤不注意的时候，贝蒂悄悄地在馆内一件艺术品上画了一个她觉得“非常漂

亮”的涂鸦作品，而这件作品正是梵高 1889 年 9 月在圣雷米-德-普罗旺斯画的《自画像》，是梵

高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小女孩直接在作品表面上用一支紫色的毛毡笔在画像的头上画上了眼镜

和山羊胡子，还画了一朵花和一颗心。 

    大多数读者看见这种新闻可能会觉得十分可惜和感叹，那么珍贵有名气的艺术品就这么毁在

了一个熊孩子自己认为有趣的涂鸦行为上，而这件作品估计以后再也不能摆出来展示了。然而基

于个人专业的艺术品修复职业触觉，笔者想到的是这件作品被抢救修复的可能性有多大，能否通

过一些方法恢复被涂鸦之前的面貌，被还原的程度能达到多少。 

    尽管未能接触到这件作品和了解这件作品的实际状态，也勿论这则新闻的真实性与否，就假

设该画作被涂鸦破坏的前提下，从专业的油画修复工作角度上去探讨一下对梵高这幅《自画像》

会如何进行油画修复的处理过程。 

    首先，任何修复工作起始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一份作品的修复档案，就如同去病人在医院做

诊断治疗前需要建立一份病历；然后修复师会详细地把作品的相关信息写进档案进行建档，例如

作品的创作人、创作年份、作品尺寸、作品主题以及作品的归属权等等信息。创建艺术品的修复

档案是美术馆和博物馆里很重要的一份档案记录工作，也是必须的。它建立的目的除了记录作品

的损坏状态和修复过程，更重要的是为将来其他修复师对该作品进行维护修复时，提供一种历史

参考记录和数据，从而了解这件作品所接受过的所有修复经历而研究采用何种修复方法对其进行

处理，也为将来的艺术史学者研究提供历史参考。 

    建立好修复档案以后，修复师就会对受到破坏的艺术品进行多角度摄影，利用图像详细记录

艺术品的状态、受破坏的程度以及损害的种类。就以此梵高《自画像》为例，至少会拍摄作品的

正面、背面和被涂鸦的位置等等，这些图片记录都会归入修复档案的一部分。在技术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之后作品还会委托专业从事艺术品检测的实验室进行显微镜分析检测、紫外线无损检测、

远红外线拍摄检测、X射线拍摄检测等多种科学检测分析，务求全面地掌握艺术品的物理状态和

一些肉眼不能观测的细节，例如画家的技法、颜料层的结构、作品材质的老化程度、损伤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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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构成原因等等。这些细节很大程度影响着修复师的专业判断，在未能全面掌握作品的外在和内

在状态资料前，贸然地对受损的艺术品进行修复处理会十分容易导致不必要的人为修复介入和对

作品进行二次破坏。 

    经过详尽的状态记录和仔细的科学检测分析，综合作品各种物理状况后，修复师才可以开始

进行对症下药，根据实际损害问题选择相应合适的修复处理方法。以这幅被涂鸦的梵高《自画像》

为例，从报道中了解的情况，得知主要的破坏情况就是作品表面被人为用紫色的毛毡笔涂画，因

此主要采用的修复处理就是从画面上清洗抹除这些后来画上的笔痕，达到恢复作品原貌的目的。 

    如有亲眼观看过梵高的画作，或对梵高的创作技法有所了解的人就知道，梵高的作品一般带

有粗犷的笔触、较强的色彩对比，整体色感比较明亮明快，而且为了保持这种色感的明快效果，

梵高很多时候并没有像古典油画那样在作画结束后使用一层光油树脂进行罩光，而是选择不上光

维持颜料原光泽的技法。因此根据这种技法，在执行清除表面笔迹的修复操作上存在相当难度。

如下分析主要探讨修复工作中可能存在的技术难点： 

    画面的颜料层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渐收缩和开裂，导致颜料层出现很多肉眼可见或不可见

的龟裂缝隙，这是一个自然不可逆的老化过程。而报道中作为涂鸦用的毛毡笔通常是使用流动性

高的、混和可溶性染料的油墨作为书写媒介，这种油墨对油画有一定的亲和力，简而言之就是容

易在油画颜料层上着墨。 

    假如这件《自画像》没有采用上光油保护，那么流动性较高的毛毡笔油墨就更容易渗进颜料

层的龟裂缝隙里面，要彻底地清除涂鸦的墨迹更加困难，特别是浅颜色的画面部位。 

    这幅《自画像》的表面笔触纹理并不像传统古典油画那样平坦如镜，而是犹如山脉那样起伏

有致、物理构造复杂，因此对于修复清洗处理造成一定麻烦，需要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修复师才能

操作，否则操作不慎会弄断尖锐而脆弱的笔触触峰。 

    毕竟这幅《自画像》画作由 1889年创作至今已逾上百年，画作的材料包括画布、颜料色粉、

粘合媒介（干性油）都经历不同程度的自然老化过程，作品材料的物理强度也因为老化而降弱，

特别是粘合媒介，因为通常粘合媒介都是天然的有机物，如亚麻仁油，会随着老化而降低对颜料

色粉和底子的粘合作用力，导致颜料层结构变得较以前松动。 

    由于作品材料的老化原因，在采用修复清洗的化学试剂时需十分谨慎，一定要配合科学分析

结果而选择强度恰当的清洗试剂，并认真测试颜料层对试剂的耐受强度。如果选择了错误的、化

学溶解力过强的清洗试剂清洗墨迹，甚有可能把原作的颜料层也一同溶解而导致二次破坏。 

    以上的修复工作内容和技术难点分析仅针对该梵高《自画像》作品假设被涂鸦破坏的问题，

并未涉及其他可能存在的损伤问题，暂时也无从进一步探讨分析，毕竟目前只是根据有限的新闻

报道资料来推敲，实际中该如何执行修复操作处理最终也只有接触实物作品的艺术品修复师才能

够判断。 

    不论这则新闻是否愚人节的玩笑，然而我等远在千里之外也希望这幅梵高《自画像》作品能

够完整无损、平平安安地在博物馆内度过这个新冠病毒疫情，这样待未来博物馆重新开放后，广

大的美术爱好者才能继续欣赏这件富有魅力的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