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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我记忆中的“贾姥爷” 

 

赵大莹①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最敬爱的“贾姥爷”，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够在现

实的风霜雨打中找到内心的平静，让每一个日子都能充满阳光、充满欢乐、充满爱。 

 

 十二年前的夏天，我到国图善本部敦煌组工作，才知道图书馆并不是借书、还书、买

书、编目，还有很多并非传统的工作，比如办讲座。当时我们组有两个系列的讲座，一个是

与高校古委会合作的“中国典籍与文化”，一个是邀请文津读书奖获奖作者开讲的“文津读

书沙龙”，分别在周六日的上午。我们与金石组的贾双喜老师几乎每个周末一起工作，很快

就熟识了。这时的贾老师略微发福，头发有一点点白，笑眯眯地，一口北京腔。跟他聊天，

才知道，这非传统、非主流的图书馆业务——讲座，也是读者服务的重要内容，是推广宣传

传统文化和经典文学作品的重要渠道；同时作为一线服务，对工作人员要求也很高。这看似

寻常的工作，背后有很多故事。 

 

非主流的图书馆业务 

刚开始参加讲座时，由副组长萨仁高娃老师带我，教我基本流程，比如一般是我们负责

给读者发宣传单，处理主讲老师授权书，做一个简单的主持开场和结尾；其余所有事项，包

括现场读者引导，调音台管理与磁带录音，现场拍照，开关门窗，增加座椅以及你能想到的

讲座现场各种事项，都由贾老师负责。除了这么多细小琐碎的事务，还要特别留意现场安全。 

                                                             
①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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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讲座条件有限，基本都是在善本

阅览室（今天的典籍博物馆二层展厅南侧的三

分之一），是个狭长的空间。有些迟来的读者，

实在没有折叠椅加座，就干脆坐在地上或站在

走廊里。我还记得当年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史所廖育群老师联系合办的中医典籍系列讲座，

读者超级多，常有七八十岁老年读者前来听讲。

我们总是特别紧张，不仅眼睛要不时地关注特殊读者，还必须在讲座期间努力维持安全通道

的畅通，生怕有突发紧急状况。一场讲座安全收工，才能松口气。 

收工后，往往贾老师会开一两句玩笑，却在我们建议一起吃面的时候，迅速摆手说，不

成不成，得回家给老伴儿和闺女做饭呢，今儿吃饺子。那一年贾老师说是金猪年，一直很期

待有福气的小外孙或外孙女的降生。 

 

“交给我吧，你甭管了” 

贾老师当时被部里的同仁们称为“小贾”，是特别能干的多面手。比如，我在新员工培

训时就听说负责馆藏甲骨整理的贾老师会制作全形拓，同时又会操作各种仪器设备，录音录

像、还会修理复杂的展柜。可是这些技能，在贾老师自己看来却寻常无比，他总是一笑而过，

在我们抓耳挠腮之际，特别有担当的说，“交给我吧，你甭管了”。每当听到这句话，我都如

释重负，甚至还略有雀跃的心情。 

贾老师有这样的担当，让我们在工作中获益良多。比如，2007 年 9 月，我突然接到一

个困难的临时展览任务。首先，展览主题是西方地图中的中国，我完全没接触过；其次，这

是与意大利特兰托大学合作的涉外展览，相关的沟通与联系不仅仅是翻译那么简单，还涉及

很多立场问题。每次遇到困难去找贾老师，他总是耐心告诉我应该怎么处理，哪些合理要求

要争取，哪些问题要请示，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也少犯了不少错误。对一个刚刚接触展览

全程工作的新手来说，这些指点是非常重要的经验。经过一个多月的协调，10 月下旬，负

责策展的意方代表抵达北京。赶上当年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大会召开，所有部门领

导都在评审会上，很多事项不容易随时请示。我通宵整理完所有展览材料后，见缝插针找领

图 1：贾老师在讲座现场（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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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审过，就马上回到图书馆，与意大利策展人对接。幸好有贾老师坐镇，在应对很多临时发

生的问题时，才能忙而不乱。比如高大的卡戴里诺先生，他不仅有意大利人的率直个性，更

多的是对工作的细致入微要求，对展陈场地灯光、展柜、展览保护用具等，提出了很多意见。

贾老师虽谦虚地说不懂外语，却在卡戴里诺的眼神和动作中，秒懂对方需求，让他惊喜连连。

这样，我可以安心在幕后编译各种材料，现场有舆图组翁莹芳帮助翻译，贾老师支持，3 天

时间就完成了所有展板的安装和展品的布置。11 月 8 日，展览顺利开幕，这个小而精致的

展览得到了意大利使馆文化处、意大利特兰托大学以及热那亚博物馆等合作单位的一致好评。 

在我工作十余年里，从善本部到古籍馆，大小展览每年都有好几个。特别是大型展览，

前期施工要操心的水、电、安全等工作更加细碎，贾老师一个人对整个施工队负责，并且能

对各种展陈设备提出非常专业的意见。比如在向郑州枫华公司定制的展柜中，贾老师就依据

多年策展和海内外博物馆考察的实际经验，对框架材料、内饰、锁具、灯光、温湿度控制等

多个方面提出要求，使二期新馆落成之后的两个重要展厅——稽古厅、右文厅得以配备合适

的文物展柜。这些展览展厅的管理经验，贾老师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跟着贾老师干活，

不自觉就会特别投入，比如你会忘记展厅装修期间刺鼻的味道，忘记灰尘，跟他一起各处检

查装修安全，落实安装进度；比如你会强迫症一样拿着尺子，检查每件展品摆放位置与展柜 

图 2：贾老师书架搬迁之前作最后的检查（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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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框的距离；将展板等距悬挂在视觉最舒服的地方，根据不同展板将射灯调整合适的照度和

位置，等等。直到一身大汗，布置好全场，再拿个小本子，挨个展柜核对一遍展品、展签，

记录位置和展柜号。最后，再拿相机拍两张展厅空景，才算布展完成。辛苦，却快乐地工作。

交给贾老师的事情，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跟着贾老师学，有什么学不会的呢？ 

 

“没有没有用的东西” 

2011 年，经典文化推广组成立。

跟贾老师一起工作的机会更多了。

组里有一个工作特别积极、从不挑

活的北京姑娘赵洁，跟着贾老师学，

亲切地叫贾老师“贾姥爷”，慢慢

叫开来，于是“姥爷”成了我们组

小同事们对贾老师最热爱和尊敬

的称呼。当年，为了完成数字化工

作，在贾姥爷的帮助下，我们对扫

描仪托稿台不断进行“改造”。除

了加背景布，贾姥爷还用废旧包装

泡沫帮忙抠了一个能卡住书脊的

托稿台，从此善本书可以更加安全

地进行数字化加工。 

贾姥爷的口头禅是“没有没有

用的东西”。2012 年贾姥爷退休以

后，返聘到我们组，主要负责光盘

刻录工作。但更多的，其实在做部

里的会展工作。这段期间，因为总

馆南区改造，我们都搬到了文津街馆区办公。贾姥爷工位放在了我们数字化办公室，可以手

把手地教会小同事们，比如有效收纳各种书册、光盘、文件，如何用废物改造各种趁手的小

工具。他的口头禅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金句。天气晴好的午休时间，若有闲暇，贾姥爷会带

 

图 3：贾老师设计数字化辅助工具（2011） 

 

图 4：贾老师给读者介绍甲骨传拓（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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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墨镜，坐在文津楼的台阶前晒晒太阳，他还每每笑眯眯地告诉我们，这相当于吃了一个鸡

蛋。这一年的年会我们组第一次尝试剪辑视频，贾姥爷出镜的几秒，手里还拿着各样的工具，

一个托板，笑着跟大家摆摆手，就去忙了。而他的口头禅也录进了视频里。 

2014 年，贾姥爷没有继续返聘，因为闺女怀

孕准备要二胎了。期间经历了贾姥姥过世，贾姥

爷自己也病了一阵。年底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

他消瘦了不少。不过，看到我们还很高兴，给我

们讲他在家含饴弄孙的趣事。有空的时候，也会

发两条微信，头像是漫画，那惬意地“北京躺”

反映了他心底里愿望。2015 年，总馆南区恢复办

公，我们组一分为二，我回到南区。贾老师看我

们组没什么“看家”的工具书，于是把自己的图

录类工具书共 42 种 42 册赠送给了我们。来馆办

事得空，贾老师会来办公室坐坐，遇上我们有问

题，就给点拨点拨，出出主意。我很期待他能给我

们说说全形拓的制作故事，却一直没有安排到合适的机会。如今有些后悔，他在几次大型展

览的互动活动中演示传拓技术，都没能录像。他曾委托我帮助刻录申报传拓技艺传承人的材

料光盘，后来听说未能申报成功，真是可惜。 

 

甘于做嫁 

与很多做传统图书馆采访编目的工作相比，我工作以来接触到的贾姥爷，做的大量是琐

碎而寻常、看似没有图书资料系列专业的杂活儿。这些耗费精力、体力，也没法产出能够评

职称的科研成果的工作，很多也不会被人记得。我们能看到文津阁《四库全书》妥善地安顿

在二期新库房，但多少人知道并记得贾姥爷在搬家前后对各个环节的细致琢磨；我们能参观

典籍博物馆各个美轮美奂的展厅，但多少人知道并记得贾老师为典籍博物馆原型设计展厅、

展陈设备所做的调研、测算等各种工作。各种事例不遑多举，为人做嫁衣却毫无怨言，乐观

面对、勇于担当，贾老师的实际行动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之宫。 

但贾老师在忙碌中并没有脱离专业，只要有时间，他还是会写一写文章、札记。我每次

图 5：贾老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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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籍数字化培训课上，都要在概述部分以国图的“甲骨世界”资源库为例，介绍数字化成

果，都要让同学们读一读贾老师在《文津流觞》上发表的《甲骨及甲骨拓片影像数据库的设

计和实验》，以此提醒自己贾老师从未放弃在专业领域的研讨和思考。 

2017 年 2 月，贾老师因病辞世。同年 10 月，甲骨成功载入“世界记忆名录”名录。冥

冥中，这是对挚爱甲骨事业、为研究和宣传甲骨文献贡献大量心血的贾老师的最好的纪念。 

 

 

图 6：贾老师在甲骨申遗研讨会（2014） 

  

图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截图-名录 图 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截图-甲骨文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