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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细致，善始善终——“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接交藏品工作随感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陈为 

 

去年，时值第三个“文化遗产日”之际，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了第一期“国家珍贵古籍

特展”，参展单位 84 家，展品近 260 种。今年，第四个“文化遗产日”之际，又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并再次举办了“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参展单位共计 97 家，参展藏品近 300 种，展出日期

28 天，受到了广大读者和古籍工作者的好评，展览现已圆满结束。 

两次展览，都牵涉到大量的古籍保藏单位，凭着对古籍工作的热爱和对古籍保护事业的重视，各参

展单位都对展览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不远千里，选派专人将馆藏古籍珍品送到北京，这种精神让我们

非常感动。而看护好这些藏品，保证有序接收、安全送还，既是对各参展单位的藏品负责，更是展览成

功举办的关键。 

这两次大型古籍展览，我受领导的信任和古籍保护中心的委托，承担了接收和送还全国各图书馆、

博物馆以及一些古籍收藏单位古籍藏品的工作。从接受工作的第一秒起，我就提醒自己，一定要做好这

个工作，对各个参展单位及其藏品负责。通过实际操作，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到这是一项既要求有非常认

真仔细的态度，又要具有强烈古籍保护意识的工作，每一个单位送来的每一件古籍，都要视为国家级文

物，对藏品要极端地负责任。可以说，为了古籍的安全，无论是清早或是夜晚，要做到 24 小时保证对送

来的藏品随到随接收，随取随送还。 

在工作过程中，笔者也针对送（取）展品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认真做了记录，并进行了归纳

分析。不揣冒昧，总结于此，希望能够作为一些经验反馈，以与同仁共勉，从而在实际工作中，从细节

做起，推进我们的古籍保护大业。 

一一一一、、、、古籍藏品的包装和运输需要科学方法古籍藏品的包装和运输需要科学方法古籍藏品的包装和运输需要科学方法古籍藏品的包装和运输需要科学方法    

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图书馆、博物馆及古籍收藏单位，要将参展的古籍藏品送往北京，涉及到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藏品进行“包”和“装”的问题。在接收藏品时，笔者发现一些做法不是很规范，

没有起到很好的保护古籍的作用。 

首先谈一下“包”的问题。这里主要谈的是对古籍进行的包裹，其作用就是在古籍运输过程中，通

过适当的包裹，起到防划伤、防撞击、防刮蹭、防污染等保护作用。但是，有些单位带来的古籍使用的

包装纸却是含酸的机制纸，这会影响古籍的 ph 值，加速古籍的酸化；有的是用有污染且含铅的报纸包装，

报纸本身就是酸化纸，铅会使古籍沾染铅分子，加速古籍的老化；用过硬的、边缘锐利的牛皮纸袋放入

古籍，稍不小心就会在放入或取出书的同时，被牛皮纸袋锐利的硬纸边划撕刮破；还有的用两片玻璃夹

包藏品，玻璃属易碎物品，在长途运输中，一旦出现急刹车等意外时，冲力碰撞是难免的，玻璃碎了藏

品就必然会被损伤。这些都属于对古籍造成危害可能性较大的一类。 

其次，古籍 “装”的问题。主要涉及盛放古籍的夹板、函套等装具。一些单位用于装放古籍的函套、

夹板不配套，不是过大就是过小。过大的函套里装放一册（轴）古籍或较小的藏品，即会空出较大的空

间，由于没有适当地用一些软而有弹性的填充物进行填充固定，使得藏品在函套中“碰来撞去”容易损

坏；有的是夹板小于书，使书的四边露出夹板之外，尤其夹板在紧绳系扣时，经常就把露出的书口损坏

了。还有的是用两片硬纸板夹书，但硬纸板是否属于无酸的，并没有事先检定。对此，笔者建议，应使

用宣纸先把书包上后，再用硬纸板加以保护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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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单位在古籍包装上的做法值得借鉴。即把一张面积大于书（轴）的较厚的泡沫塑料板，按照

书的大小挖出一个凹槽，把书用宣纸包上后，正好放入槽中，再用另一片与书大小相同的凸槽封盖上，

最后放入塑料袋里封严，达到防水的要求。这种方法简捷安全且价格不贵，也较适用于古籍的长途运输。 

在运输的环节上，还存在有更为严重的问题，如：用已沾染黑色鞋油的旧鞋盒装藏品，并用洗漱用

具作为填充同放于鞋盒里。还有许多把洗漱用具作为填充物或与没有防水包装的藏品同放一箱的情况。

这样的危害是可能会使古籍受潮、损坏和变形；一些化妆品不慎洒出还会污染古籍。另外，对于一些较

大的藏品，在用皮箱作为运输装具时，摆放的顺序和位置也要充分考虑移动时对藏品产生的影响。有些

摆放办法不够科学，不是把较重、较大的藏品放在箱子立起来的最下面，而是随意摆放，这就忽略了拉

起箱子后，较重、较大的藏品由于填充物垫得不够，会挤压到其他藏品的问题。 

笔者认为，规范的包装运输方法：首先，应将书（卷轴）先用较柔软的无酸纸包裹好，外边再包一

层防水包装，然后结合所用的装具，考虑运输过程中，藏品处于的位置和状态，再将藏品平整有序地放

入装具的安全位置。 

其次，如需用夹板或函套装书时，应考虑其大小要与古籍的大小相当。 

再次，对于残叶的包装，可以先用宣纸垫衬于残叶的上下，之后使用比残叶稍大一些的两片 KT 板(展

览中常常用作展板的材料)将残叶夹平，用布带或塑料绳绑牢，最外面再包上防水包装即可。 

再其次，如藏品单独放入行李箱等装具中，要注意较大较重的藏品应该放到提（拉）起箱子后最下

面的位置，藏品摆放需合理利用空间。箱内剩余的空间要用无酸、柔软而有弹性的物质进行填充固定，

避免藏品在箱子内晃动，造成相互挤压。填充物的材料：可以在平时注意积攒一些用来填充机器设备的

小型零散泡沫，分别装入大小不一的塑料袋后进行封口，即可成为用于填充不同大小空间需要的物质。 

最后，使用透明胶带粘贴封口时，要十分小心，胶带必须远离藏品，建议尽量少用或不用胶带，以

免不慎造成胶带粘到藏品上。可以用布带或绳子替代宽胶带来捆绑箱子等。 

二二二二、、、、古籍的保存可以避免和改进的问题古籍的保存可以避免和改进的问题古籍的保存可以避免和改进的问题古籍的保存可以避免和改进的问题    

这些情况，有不少是人为造成的，希望能够提起重视和注意。 

1.古籍保存管理不规范。重点有下类几种情况：    

①.很多古籍中夹有红、粉、蓝、紫等彩色纸的夹条，个别处由于受潮，已使书叶被夹条的颜色污染。 

②.书中所夹签条，使用的不是较为薄软的宣纸，而是随意使用各种纸张作为签条夹入书中，如黄草

纸、复印纸、牛皮纸、旧日历纸，甚至硬卡片条。 

③.一些书中夹入很厚硬的借阅记录卡片，或检索用的卡片。很厚硬的卡片长期夹在书中，会咯坏书

叶；粘在后书衣上的卡片，因为卡片又硬又重，在翻书时不注意会将书衣撕坏。 

④.用钢笔或圆珠笔写的纸条（签、卡片）夹入到书叶内。钢笔水或圆珠笔油都可能对古籍造成污染。

按照规范要求应用铅笔写签条。 

⑤.书装入函套时没有注意到将书叶顺平，造成书折压成死角。还有些是原来的书角已经有要卷角的

倾向，在平时管理保存的时候，没有及时把书角压平，而是任其发展，使书卷角叶数增多，越发严重。 

⑥.不恰当的使用条形码和单面胶的书标。不仅直接在书上粘贴书标，还在书标上使用圆珠笔写字，

而且圆珠笔油已被抹蹭的模糊不清了。 

⑦.直接用圆珠笔在书叶或经卷中书写，个别处由于受潮等原因，字迹已泛油，并轻微印洇到下一叶

面上。 

⑧.古籍中有墨迹、红蓝钢笔水的污染、油渍及碗底压出的圆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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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制作的书名签是用较硬的彩色纸打印的，该纸是否会掉色、显酸性的问题，并没有经过很好的验

证。 

⑩.在书衣上钤“×××图书馆”的印章，或在书的卷首叶天头处钤“×××图书馆”的大红藏印。 

另一方面是客观因素造成的，问题较普遍的是书叶老化、酸化严重，其次是虫蛀，个别的有霉变或

絮化，还有极个别的鼠啮情况。这就要通过修复保护等工作来改善。不过，修复中，也还是有一些问题

要注意。下面就是在工作中发现的常见现象。 

2.修复的问题 

如果能够在古籍破损状况处于可以挽救的情况下，及时合理的修复，有效的进行保护，则使古籍的

寿命延长，相反修复不当或修复不够及时，古籍损毁的速度就会更快。列举相关问题如下： 

①.由于金镶玉的衬纸过大或过厚，出现书口被撑裂的情况。 

②.修附的书叶没有彻底压平，还有皱皱巴巴不平整的现象。 

③.虫蛀较严重，没有及时进行修复而使得书叶上的个别字丢失。 

④.古籍文献的天头地脚老化严重，稍一翻动就会掉下很多纸渣，这种情况在书、佛经和少数民族文

献等几类古籍中都有存在。 

⑤.经折装的古籍文献开裂断成几节，影响了古籍内容的连贯性。 

⑥.修复后改变了原有古籍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装帧上。如：原为单线、五眼装订的朝鲜刻本，经修

复后，变成了双线、四眼装订的一般线装书的形式了；原为经折装，修复托裱后，改装为高 28.3×宽 34cm

的大开本，即原三叶半现为一叶的“大经折装”了，甚至半叶的折缝处正好折到了字上；敦煌经卷整轴

被托裱一新……因此，“整旧如旧”和“修复可逆”的原则，还是要时时作为古籍修复首先注意的关键。 

三三三三、、、、规范交接手续规范交接手续规范交接手续规范交接手续    

因为参展单位多，展品数量大，因此科学有序的工作流程显得非常必要。笔者在工作中，设计了以

下交接流程，经过两次大型展览的考验，证明是可靠而有效的。具体如下：    

1. 请送藏品方出具写有单位名称的藏品清单一式两份。包括藏品接收和送还两个方面的内容。

具体有以下几项：⑴.序号；⑵.名录号；⑶.馆藏号；⑷.书名；⑸.版本；⑹.数量；⑺.藏品情况描

述；⑻落款项：送藏品单位，经手人，年月日；接藏品单位，经手人，年月日；⑼.送还藏品栏：收

到藏品，签名，年月日。（见下表格）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藏品交接清单藏品交接清单藏品交接清单藏品交接清单    

    

序号 名录号 馆藏号 书名 版本 数量 藏品情况描述 

       

       

       

送藏品单位：                                     接藏品单位： 

经手人：                                         经手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送还藏品：藏品已收到。            经手人：                    年     月    日 

2.送藏品单位在古籍出库前，应对文献情况做仔细的清查记录，包括：各类破损情况，污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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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散叶的古籍应清点叶数。不规则的残叶（片），可以用相机拍照作为参考资料。 

3.接藏品单位在接收外单位送来的古籍时，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①.需提前准备好参展的单位名单、

藏品名称、名录号等项目的一览表。②.印制一式两份的协议书。③.裁制薄软的宣纸签一式两份，用铅

笔写好单位名称和名录号，接收藏品后，分别放在书扉页前一张露出名录号，用于参展分类排序之用；

放在书尾页一张，以防书前一张不慎掉出，作为备用签。④.准备签字笔、铅笔、夹子、剪刀手套等用品。 

4.对藏品接收人的要求。作为接收外单位珍贵古籍的经手人，首先要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和古籍保护

意识；其次要有一定的版本知识、纸张知识，对古籍破损的各种现象较为熟悉；再次需头脑清楚，工作

认真细心；再其次要有工作热情，有奉献精神。 

四四四四、、、、检查检验的要求及原则检查检验的要求及原则检查检验的要求及原则检查检验的要求及原则    

在接收和查看藏品时，要主动带上干净的汗布白手套，按照善本古籍规范的标准翻阅或展开藏品查

看。严格做到动书不动笔，用于记录的清单和笔，与古籍要保持一定距离，避免造成对古籍的污染损伤。 

检查原则：1.从外到内，从上到下。外即书衣、钉线、包角、书脊、书口；内即护叶、正文书叶和

活叶浮签；上即天头及上立面；下即地脚及书根。 

2.对民族语文类如“丹珠尔”（梵夹装）等装帧特殊情况的文献，需清点到页（张）数。 

3.经折装文献，如有书叶断裂的情况，需认真记录断开叶的叶码和断开叶的起止连接字。 

4.卷轴装文献可数共有多少纸，或再记录下每一纸的起止字。 

5.凡对藏品检查出的情况，均要在当场经过双方认可后，记录在清单中的“藏品情况描述”栏中。 

6.检查藏品破损情况类型：书衣破损、包角破损、断线、口开、虫蛀、水迹、污渍墨渍、霉渍、火

烬、鼠啮、絮化、书叶撕裂、缺损、老化掉渣等。 

五五五五、、、、取取取取藏品的问题藏品的问题藏品的问题藏品的问题    

在展览结束后，接收藏品方要对照“藏品交接清单”认真核对各个单位送来的每一件藏品的名称、

数量、藏品情况以及留下的包装物品，对于未能展出的文献，尽可能向藏品收藏单位说其原因。 

为了使取藏品时交接工作更加顺利，提倡送、取藏品人员最好为同一组人。如果不能同一组人完成

此项工作，取藏品时可为原送藏品的一人和另外一人同取藏品。原送藏品人均不能来取藏品时，则送藏

品人员应本着对古籍负责任的态度，有义务向前来取藏品人员做好交接手续和藏品情况的细致交代，减

少交接时难以说清的问题和手续上的麻烦，避免出现送藏品的一组人，取藏品的是另一组人，送与取两

拨人之间没有任何交代的状况。 

前来取藏品时，除将送藏品时的包装存放在接收单位者外，应自带古籍保护携带方便的包装，以保

证国家文物的绝对安全。 

一年比一年多的单位来参加展览，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大家难得一见的珍贵古籍，这不仅体现了古籍

保护事业的蒸蒸日上，更体现出人们对古籍的热爱，同时对我们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笔

者在此发表一点拙见，初衷是力求以此改变不利于古籍保护的状况，使该项工作有章可循，并逐步走向

规范化。希望得到同行的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