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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化寺现存馆藏明代经书663册，其中483册经书都有不同程度的虫蛀、破损、断扣现象；其

中纸张老化，几乎所有经书的护套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需要修复。因此，经书修复应遵循保护文物

的“最小干预”，“可再处理”、“不改变文物的”的文物保护基本原则；修旧如旧，尽可能保留经书

的历史原貌。修复后的经书即要保持原件的形制，更要最大限度保持经书原有的字迹、图象、标记、

色泽以及原有的风貌。 

一制定修复方案 

根据经书的破损状况。对于即将修复的经书，必须由专人对破损状况进行全面的记录，按照

经书的破损程度将其划分不同破损等级，针对不同的破损状况采用相应的修复技术，用以最大限度

的延长明代的使用时间。 

修复明代经书，应根据经书的修复原则和质量标准，针对破损程度、虫蛀、霉变及纸张、字

迹、材料等状况制定修复方案，以确定修复材料和技术处理方法。另外还要由专业人员作严格的除

尘、去污、除霉菌、消毒等专项处理。 

明代经书的字迹材料不是单一的、修复时应做严格的检查，经书的字迹材料主要有三种情况。

手写的墨字、印刷字。印刷的经书字迹不易着水扩散，因此、在修复这种经书时，我们应采取相应

的修复措施。 

二修补的基本要求 
所谓修补、就是选择与经书原件纸质、纹理、颜色相同或接近的纸张，用粘合剂粘补在经书

的缺损处，达到经书原件的完整性和外观的一致性。修补技术包括补缺、溜口、接背加边等。 
修补技术适用于纸张虽有部分残破，但是绝大部分没有丧失机械强度的古籍，如有空洞或折

叠处磨损的古籍。修补的优点是，能基本保持古籍纸张原有面貌。                                     
1补纸的要求 

经书纸张的种类不仅多，而且不同纸张的机械强度和吸水性能等也各不相同。如果配纸不当，

修补后经书可能出现不协调的情况，或对经书带来潜在的损害。因此，选配好修补用纸，是做好修

补工作的基础。 
（一）补纸的厚度应和经书纸张一致，或稍薄于经书纸张。若补纸厚于经书纸张，修补后的经

书不易平整，修补的地方会凸起来；若纸张厚的经书采用不相称的薄纸修补，又会出现凹陷的情况，

且易破坏接口。 
（二）补纸颜色应尽量和经书纸张一致，或稍浅于经书纸张。若补纸颜色深于经书纸张，会影

响直观效果。选择补纸颜色时，要在采光条件好的地方进行，若在光线过强或过暗的地方进行，容

易发生配色误差，影响经书的整体色调。 
   （三）补纸的纹理应和经书纸张一致，这样修补后的经书才能平整。如果补纸和经书纸张纹理

不一致，修补后经书纸张会伸缩不一致而使经书不平整，也影响美观。 
（四）溜口纸应选用质地柔软，韧性好的薄棉纸。裁切溜口纸条时，要按棉纸的竖纹方向裁切，

预防经书溜口后出现上下收缩。若按横纹裁切溜口纸条，会使绵纸的牢度降低，并且容易断裂。补

纸的颜色也要与经书的纸张颜色接近。 
（五）  撤潮纸应洁净、柔软、以免 撤潮时污染修补后的经书。一般选用高丽纸。 
 2、浆糊的要求 

    修补经书所用浆糊的浓度必须适度，如果使用不当，会导致修补的经书发生粘合不牢或起皱

变形等，影响修补质量。怎样使浆糊达到适度的要求？应根据经书纸张的质地配制不同浓度的浆糊，

由于纸的种类不同、需要的粘合力不同，必须根据纸张情况和修补部位配制不同的浆糊。 

（一）吸水性好的经书纸张要用稀浆糊，如净皮棉连所用浆糊浓度为1%～2%。 

（二）吸水性差的经书纸张要用稠一些的浆糊，如毛边纸所用浆糊浓度为2.5%～3.5%。 

(三)经书纸张较厚的手工纸,修补用浆糊浓度可大些,较薄的手工纸用浆糊应稀一些。 

(四)在修补经书刷浆时,要顺着纸张的纹理刷浆糊；对于不同种性的经书,要控制好浆糊的用量。



如果浆糊太多,一是不易平整,二是经书修补后发硬变脆,降低耐折度。 
3、其他要求 

(一)经书需要补缺或接边时,接茬宽度一般要求1,5mm左右。补纸边沿要撕成毛茬,以便接茬平整。 

(二)为确保修补经书的质量,修补经书用的撤潮板应平整、无污染物；毛笔、喷水壶、镊子、剪刀、

真锥等工具性能完好。每次修补完毕,要及时清洗有关工具、设备,以免因为残存的浆糊而使工具、

设备等遭受微生物污染,尤其不要给修补的经书带来霉菌传染源。 

(三)在修补经书时,我们还应该注意不同的字迹材料在修补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如；遇到字迹洇化

的经书,在抹浆糊时,尽量避开字迹。例如；在这次修复经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用人体血液写成的经

书,这种珍贵的经书在修复中要更加注意它的字迹不能沾上水或过稀的浆糊，因为、血经遇到水或稀

浆糊就会很快使字迹扩散,所以在修复中,只能将破损的地方修补避开字迹使血经不被破坏。 

(四)两面字迹经书的补缺 

对于两面都有字迹的经书修补,若采用常规修补法,会补了一面,盖了另一面字迹。因此，关键

是要保持两面的字迹原貌，否则会影响人们的查看与利用。 

a、 嵌补法 

采用尺寸相同的补纸嵌在纸张的破损处,然后用透明度较好的又窄小的棉纸条沿着嵌补的边沿粘接

好。该法适用于经书纸张薄且字迹遇水不扩散的双面字迹的经书补缺。其方法是；把选好的补纸平

放在撤潮板上,并把正面补的经书字迹少的一面按纸张纹理盖在补纸上面,用尺板压住经书,以防经

书移动。用针锥沿残缺口周围划一道细印,再用棉纸条粘住经书和补缺用纸,使其固定,去掉不纸细印

以外多余补纸,并在破损处的周围抹一些稀浆糊,用透明棉纸条把破损周围字迹空档处粘连起来,放

上撤潮纸,用手掌按压几下。 

b、 撕裂经书的修补 

这部分经书撕裂口只要不残缺,可以直接粘合撕裂口。方法如下： 

1 辩认撕裂口的波面。任何纸张撕裂口都有毛茬面,有的是一个整波面,有的是间断波面。只要

认清波面,才能确定抹浆糊的位置。 

2 抹浆糊。用于粘合撕裂口的浆糊比一般修补用的浆糊稍稠一些,并应按撕裂的毛茬方面抹,而

且在撕裂口的两个断面都要抹上浆糊。 

3粘合撕裂口。粘合时采取先比齐位置,再按粘合口,并用针锥及时挑拨粘合口上不顺的纤维,垫

上吸水纸用手掌按两遍粘合口,这样能够起到按实粘合口并清除裂口处多余浆糊的目的. 

4 检查。将粘合好的经书正反两面撕裂部位仔细检查,是否平整,是否粘合住。如发现经书出现

问题要及时处理,然后放在撤潮板下压平。 

应该注意的是在一卷经书中,如果仅是几张经书被撕裂,可不折卷进行修补；若属多数,要将经书

拆开进行,补完再装订。如果是折件形式的折好保存。有些撕裂口由于时间久了,撕裂口不整齐,可采

用以下方法；对纸张薄的经书,可采用薄的棉纸条作补纸,按常规方法进行修补；对纸张比较厚的经

书,在撕裂口处搓成斜波形,然后采用纸质相近的补纸进行修补,另外补纸的颜色最好比经书要浅,这

样补完的效果会更佳。 

C   经书修补后的平整 

修补后的经书纸张由于局部潮湿和浆糊的作用,干时会因收缩产生不平整现象。因此，需要经过喷水、

压平、倒干等工序，使修复的经书纸张平整、干燥。 

 1喷水。在工作台上平铺一层撤潮纸,将补过的经书放在撤潮纸上用喷壶喷上适量的水,喷水的

多少要根据经书纸张的情况定,经书纸张厚的多喷一些。总的来说,喷水不宜过多但要喷的均匀。如

果喷水多了,浆糊会失去粘性,补缺和加边纸会脱落掉。喷水完毕后,经书上下多垫几层撤潮纸。撤潮

纸要干燥、平整、洁净。我们要注意的是；撤潮纸不能有污迹,以防污染经书纸张；喷水前要注意观

察经书字迹材料,以免引起字迹洇化。可根据修补范围的大小,字迹特点等决定喷水量,对有些易发生

字迹洇化的经书纸张可采取局部处理的方法。 

 2 压平。把喷完水并垫好纸的经书放在工作台上或桌子上,用吸水板压住。先轻压几小时,这样

便于经书纸张上的水分散布均匀,然后压上重物。 

3倒平。经书经过喷水受潮后,由于自然通风,水分蒸发,压实等过程,倒页是比较关键的环节,它

可以避免因时间长而产生的霉变水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