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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对古籍图书修复与保护工作现状从环境、管理、修复、利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提

出工作中的一些措施和具体方法。 

 

中国古籍图书浩如烟海，经过历代传承、流传至今，是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献，蕴涵着中华

民族的文化精髓。当今，传世的古籍图书大约有十万余种，但保存的状况令人堪忧。对古籍图书保

护进行抢救性工作，势在必行。 

如何保护与修复古籍图书，是摆在古籍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是一项任重道远的浩瀚工程。

以下将本人在古籍修复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有关解决方法的思考做简要介绍。 

 

一、古籍图书残损状况极为严重 

古籍图书破损，是图书馆存在的普遍问题。以首都图书馆馆藏古籍为例，四十三万余册古籍中

近四分之一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是保守的估计。严重的有些已经到了不能移动、翻阅的状态。大

量古籍图书急待修复，造成古籍破损的因素多种多样，归而总之有如下几点： 

1、 古籍图书在长期的流传中，不仅遭受自然的侵蚀，而且受到人为的损坏，如：水浸、火烧、虫

蛀、 

鼠咬等。随着时间流逝，纸张老化，出现粉化、焦脆现象。 

2、 图书馆古籍藏书有些是经过社会征集、购买、接收、捐赠等途径入藏的。因而在入藏前，来源

不同，书籍保管条件不同。有些古籍图书经过修补，有些古籍图书仍残损严重，存在缺页、虫

蛀、霉烂、火烧、虫咬等痕迹。书品优劣，差别很大。 

3、 长期以来，因受投入资金等因素的制约，图书馆古籍藏书的书库环境、保护设备等方面都比较

落后。同时保管手段，管理制度也有待改进。造成藏书受潮、尘污、霉变、黏结等现象。 

4、 图书流通阅览环节中的人为损坏现象。 

（1）、没有严格的借阅限制制度、流通管理不当。 

（2）、读者在阅览时，保护意识差、翻阅不当，造成书籍撕裂破损现象。 

（3）、有些古籍图书，因读者复印资料造成损坏。 

除例举损坏现象外，造成古籍图书损坏的还有诸多因素。因此，古籍图书保护工作应在多方面

的细节上加以保护。 

 

二、不规范的修补对古籍图书的再次损坏 

古人云：“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古迹重装如病延医。古人对修复古籍早有准确的论述。其意



在于修则修好，如修不好不如不修，保存原状。故提醒我们在古籍修复时要慎之又慎。 

在古籍修复工作中常见的几种不规范修补方法。 

1、随意用多种纸张更换书皮、损坏原书皮。使书皮上的信息丢失。如：纸张、书签、题写书名、

藏书印章。 

2、随意改变原书的装祯形式。如：用浆糊、胶水粘合书皮。用多种线、铁丝装订书籍。极不规范，

又不美观。 

3、破损处，用不同性质的纸张、垫补或浆糊、胶水粘补。使书页局部黏结，薄厚不一，容易折损。 

4、书口开裂，磨损和缺损书页。用浆糊或胶水将其对粘。使书页不能打开，为修复工作造成困难。 

5、书页破损、撕裂处，用透明胶带粘住，修复时揭掉胶条，损坏书页。 

上述几种修补方法，人为造成对古籍图书的损坏。 

 

三、解决古籍保护与修复问题的相关措施 

修复是手段，保护是目的。要从根本上延缓古籍图书的破损与老化，还要在保护上采取措施。 

（一）建立现代化的古籍书库 

古籍图书损坏有两个主要因素。1、自然因素；2、人为因素；但危害古籍的各种因素也并非是

孤立作用，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因此古籍的保护要根据各自不同的环境，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相

应的综合保护手段。改善藏书环境，减少自然因素损坏，创造一个适应的环境，加强古籍藏书的保

护。 

我馆2001年从原国子监旧址迁入新馆。现代化的馆舍建筑、先进的设备，使藏书条件全面改观。

书库设施齐备，温度湿度控制、通风系统、防火、防盗、防虫、报警、监控系统齐备。善本书库全

部采用新樟木书柜，从根本上改变了藏书环境。原国子监旧馆古籍书库，墙壁掉皮、潮湿阴暗、窗

户进土、灰尘满架、排架紧密、书籍粘在书架上、密不透风，是不利于古籍收藏的环境。 

 

（二）建立严格的古籍典藏管理制度 

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和健全的管理措施对古籍的保护与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任

何工作都是由人去做的，无论工作环境条件如何变化，人的素质才是影响工作质量和效率的决定因

素。因此，加强工作人员素质是十分必要的。它是科学管理的前提。如果要将各项工作有所发展，

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制度的建立是事业发展的保证。严格的管理制度、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是

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措施。我馆制定了严格的古籍书库管理制度： 

1．日常管理： 

①室内卫生。②书籍排架。③防火、防盗。④报警制度。 

2．书库管理： 

①书库管理分工。②两人以上进库。③出入库签字。④入库书籍、函套等低温冷冻制度。分工

明确，责任到人。 



3．阅览管理： 

①人员限制。②阅览范围与数量限制③文献复制限制。 

一系列严格的阅览规则，保证在管理、流通环节上的古籍图书得以有效的保护与利用。 

4．古籍修复管理： 

①对于馆藏古籍破损图书，管理人员不得擅自修补，上架。登记造册后，提交修复人员修复，

存档备案。 

②对馆藏古籍图书更换书签。在老馆时书签是用高丽纸人工手写的。字体不一，年久尘污，很

不雅观。另外，书签粘贴不当。粘在书衬页上。有的甚至贴在书的正页上，使书页损坏。搬到

新馆后，经过不断的改进。现在用加厚宣纸。用电脑打印书签。统一粘在筒子皮两层中间。有

函套的粘在函套上。书签字体一致，美观大方，使书皮与书签纸质一致。书籍得到保护。 

③对馆藏古籍，逐步加装函套。函套坏的，修复好，或定做新套。对修复后的古籍图书，加装

函套。这项工作已经持续多年。 

 

（三）、加快古籍图书数字化建设 

古籍图书保护可分为直接保护与间接保护两种。前者是延缓性保护。后者是再生性保护。

直接保护能够保存古籍原件，使古籍的文物价值得以充分实现。古籍图书的寿命得以延长。间

接保护，是指将古籍原件进行复制，作成替代品，这样可以解决古籍收藏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

盾。调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对古籍保护有相当的益处。对古籍图书进行间接性保护和直接性保

护相结合的方法。加快间接性保护的速度。不断扩大文献缩微复制、影印出版、光盘存储，加

快数字化处理。建立古籍文献数据库。广泛运用先进的信息数字化技术。 

 

（四）、加快古籍修复工作进度 

古籍修复是我国传统工艺，是直接采用手工工艺手段对损坏的古籍进行修复。千年来流传

至今有一套成熟的修复手段，是古籍修复的主要方法。我馆根据藏书情况，不断的加大对古籍

修复的资金投入，增添修复设备。如：裁纸机。购置多种修复材料。增加人员，培养新人，新

毕业的大学生充实修复队伍。提高修复人员的素质。修复工作中，在保证修复质量的前提下，

不断提高速度，数量不断增加。 

对修复古籍图书近年来的档案进一步细化、内容更加充实，反映出修复前后古籍的全貌。 

吴氏赠书修复情况：吴晓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同时也是海内外知名的私人

藏书家。系统地收藏明清戏曲、小说和俗文学书籍，经不断积累自成一家，藏书专业性极强，

成为享有盛誉的学者藏书家。 

2001年，经亲属遵照吴先生意愿，将毕生藏书捐赠首都图书馆收藏。吴氏赠书共有古籍2272

部，6362册，主要包括明清戏曲、小说、子弟书、宝卷、曲谱、诗文集各类珍籍，其中戏曲、

曲艺和小说数量 多，以抄本书珍稀孤本为多，刻本包括明刊本73种，清乾隆前刊本70余部，



清中晚期刻本1000余部，其中大部分为明清及民国后抄本也不乏珍稀善本。配合吴氏赠书整理

编目，进行专题修复。我们采取如下修复措施： 

1、正规刊刻本，按照整旧如旧原则进行修复，保证原貌。 

2、对于手抄本，按原形式下，根据情况，进行修复，对不规范的抄本，在保存原有信息

的情况下，统一规格，装订成为线装形式，并加皮，加书签，保证同类书籍修复后一

致。 

3、对于孤本，按照整旧如旧原则进行修复，保持原来的毛装形式。 

4、对于残破的抄本，曲谱有图的，进行托、补、衬结合的方法，进行修复。 

  吴氏赠书修复工作还在进行中，以上是我们工作的一点做法。 

 

（五）、建立高素质的古籍修复队伍 

一支具有良好素质的修复队伍是古籍修复的关键，修复人员必须技术娴熟，操作细致。具

备一定的修复相关知识。图书馆应在人力、物力加大投入。支持修复工作。 

1、对古籍修复人员的定位 

    认识修复人员在图书馆工作中的性质，正确对待修复人员的作用。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做

到人们对修复工作的认知程度及重要性。促进修复工作不断发展。 

2、加速古籍修复人员的培养 

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人员总数与所需担负修复工作任务差距很大，急需培养高素质修复人

员，在培训工作上下功夫。通过多种方式、系统培养。我们认为： 

①专业培训：有实力的单位，如：国家图书馆，定期开办培训班，为各单位培训。 

②各单位选派优秀员工，由有经验的老修复工作者言传身教，以老带新，在实际工作中边

学边干。 

③大专院校开办古籍修复专业课程，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员。 

④对古籍修复工作进行科学研究，加速标准化、机械化。 

⑤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研究成果，更新技术和理念。 

 

图书馆一方面必须重视古籍的保护，大力宣传，争取必要的保护经费；一方面应尽快建立一支

专业古籍研究保护修复队伍。切实做好古籍保护工作。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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