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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在古籍修复工作中，我们感到古籍的酸化问题日益严重。如何更好地解决这

一问题，已经摆在古籍修复和保护工作者的面前。 

做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祖先们为我们留下了浩瀚的珍贵古籍。而这

些古籍之所以保存至今，中国传统的造纸方法功不可没。它与西方化学浆造纸方法相比，由

于在制造过程中，不加施胶剂和沉淀剂（硫酸铝），故生产出来的纸张呈中性或弱碱性。与

化学浆造纸方法相比，用手工造出的纸更利于保存。但随着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日益严

重，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硫等酸性气体吸附到纸张上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纸张的酸度不断增

加，纸张的酸脆化日益严重，故用手工纸的中国古籍仍经受着酸脆化的困扰。 

面对老化、酸化日益严重的善本古籍，要不要进行去酸处理，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

见认为去酸技术不宜马上开展，持这种意见的人们担心去过酸的古籍是否会起变化，而影响

今后古籍的保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马上开展对酸化严重的古籍开展抢救性的去酸工作。

本人完全同意后一种意见，原因之一是，如果我们现在不马上对那些酸化严重的古籍进行去

酸处理，那么到若干年后，PH 值降到 4 以下时，纸张的强度与纫性完全没有了，一触即破，

书叶拿都拿不起来时，再想修复就很难了。原因之二是，我们现在对古籍进行去酸处理采用

的方法实际上是酸碱中和的方法，这种方法前人们早就采用了，如前人用小苏达溶液浸泡书

叶，达到去酸。前人把这种方法叫做“去焦”。它的去酸工艺和效果与我们现代所采用的方

法几乎一致。所以不论是从古籍的现状还是采取的去酸工艺来看，去酸工作都是迫切的、可

行的。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修复组对酸脆化严重的古籍开始有步骤的去酸工作。2004 年对馆

藏“大明会典”五十册进行了去酸。去酸前 PH 值测定为 5，去酸后达到 7 以上，效果明显。 

对“大明会典”的去酸，采用的是氢氧化钙去酸法。用氢氧化钙去酸工艺相对简单，效

果明显。采取的步骤是：先将书叶放进清水中浸泡，使纸张纤维浸透后，放入 2‰的氢氧化

钙溶液里中和去酸，时间为 2-4 小时。采用这种方法，虽然去酸效果比较明显，但是也有缺

憾。首先，氢氧化钙为一种难溶于水的物质。在用氢氧化钙溶液去酸过程中，总有一些未溶

解的颗粒沉在水底。这样既影响去酸效果，又使去酸后的书叶上附着未溶解的氢氧化钙颗粒，

影响了书叶的美观。二是，去酸过程费时、占地。先是把书叶一叶叶放入网纱中，用网纱夹

住书叶，然后放入清水中浸泡，浸泡后放入氢氧化钙溶液中继续浸泡。去酸后从网纱上一叶

叶再揭下书叶晾干。晾干时要摆满一个工作室。一册书的去酸过程，需要费时一天左右。 

如何解决去酸工作时遇到的以上问题呢？我想，一是要解决氢氧化钙溶水性差的问题。

解决好这一问题，去酸效果将大大提高。二是找出一套适合中国手工纸的机械化流水去酸工

艺。如用雾状喷淋的方法代替用水和溶液浸泡的工程，使书叶均匀承受去酸溶液。使去酸效

果更理想，而且也将大大节约时间。 

以上是我在“大明会典”去酸前后，对去酸工作的一些认识，随着去酸工作的不断进行，

我们将在原有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与提高，使去酸工作日臻完善，为古籍的保护做出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