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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贾双喜老师 

 

贾双喜老师与国家图书馆的甲骨业务工作 

 

赵爱学① 

 

贾老师去世一年多了，作为金石组的后辈，谨梳理贾老师在金石组从事甲骨业务工作的

情况，以为纪念。 

1974 年，贾老师到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工作，主要从事甲骨传拓和整理工作。

甲骨传拓是贾老师在金石组从事的主要工作。到馆后，贾老师拜张广泉为师，传承甲骨传拓

技艺。国家图书馆的甲骨传拓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甲骨入藏时应就已开始，但有记载的大

规模传拓是在 1958 年以后。1958 年，刘体智善斋旧藏甲骨等大宗甲骨入藏，馆藏甲骨量达

到一定规模。金石组开始计划全面传拓，每片甲骨传拓 3 份。 

甲骨传拓有别于一般的器物传拓，传拓的对象是 3000 多年前商周时期的甲骨。因年代

久远，且文字笔划纤细、脆薄易碎，所以对传拓技艺、工具等有着独特的要求。传拓用的工

具，包括专门手工制作的微型扑子、牙刷大小的头发制小打刷、细棕丝或头发扎成的圆柱形

小墩刷等。为做好传拓工作，1958 年 7 月，北京图书馆特从故宫博物院调来传拓高手张广

泉，专司甲骨传拓。张广泉先生是传拓技艺传人，其传拓技艺可追溯至清末民初的薛学珍，

曾为著名收藏家陈介祺做过传拓。薛学珍后来在故宫博物院经刘永贵、郑世文传承至张广泉。

或说张广泉传拓技艺传自故宫博物院金石专家和传拓高手马子云。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后，金石组把传拓作为一项业务工作，甲骨传拓工作的力度很大。

根据馆业务档案，1962 年工作计划明确提出“加强金石拓本的采访和甲骨、石刻的传拓等

                                                             
①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金石拓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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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963 年工作计划明确甲骨传拓的指标为“传拓甲骨 4000 片（张）”，1964 年工作计

划则确定金石组“甲骨拓印 8000 片”。1975 年贾老师开始从事甲骨传拓工作以后，传拓工

作补充了青壮年力量。张广泉退休后，金石组从事传拓工作的人员只有贾老师 1 人，直至

1987 年袁玉红到馆工作随贾老师学习甲骨传拓。因工作环境及人员因素，金石组传拓工作

断断续续进行。至 20 世纪末，已传拓 2.1 万余号，约占全部甲骨藏品 3.5 万余号的 60％。 

 

 

图 1：贾双喜老师甲骨传拓作品 

进入新世纪以后，虽然存放甲骨的库房条件已经有很大改善，但个别甲骨因骨质本身的

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仍有表皮剥落、丧失字口等不同程度的损坏。因此，2002 年 6 月，

原善本特藏部经向馆里报批同意，对全部未拓馆藏甲骨进行抢救性传拓。此项工作由贾老师

带领大家开展。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抢救任务，善本特藏部从其他科组临时抽调陈

颖、周春华参与此项工作，由贾老师指导袁玉红传授甲骨传拓技艺。2002 年 9 月 2 日，大

规模传拓工作正式开始，所拓甲骨自馆藏 21541 号起。因为补充了力量，且作为专项工作集

中推进，传拓进展较快。历经 3 年的时间，至 2005 年底，全部馆藏甲骨传拓完毕。至此，

除了个别骨朽不适宜传拓的甲骨片外，国家图书馆所藏 3.5 万余片甲骨，都有了 3 份拓片，

总计 12 万余张。通过此次抢救性传拓，高超的甲骨传拓技艺得到了很好地传承，也给馆藏

海量甲骨留下了质量超高的精美拓片（图 1）。所得甲骨拓片文字清晰，并注意钻凿、骨臼、

骨质等的表现，优于社会上所见甲骨拓本以及旧著录书所收国图藏甲骨的其他拓本。高清、

全套甲骨拓本的完成，既在一定程度上对全部馆藏甲骨实物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又为全面整

理出版馆藏甲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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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传拓之余，根据工作安排贾老师也从事过石刻传拓。1978 年 5 月，贾老师与同事

一起赴陕、甘、宁、青四省市自治区进行石刻文献的传拓。20 世纪 80 年代，曾与同事一起

到圆明园、中山公园、北京市少年宫、法源寺进行石刻文献的传拓。 

贾老师在多年从事传拓工作过程中，注意总结传拓经验形成相关论著。2010 年，出版

《传拓与传拓技法问答》一书，全面梳理了传拓工具及用法、各种器物形制特点、各种器物

传拓技法、传拓史、拓本等各方面知识，非常便于学习传拓技艺入门参考。书中有 20 小节

专门讲述甲骨传拓技艺的方方面面，为传拓技艺相关著作中少见。 

2012 年 6 月，国家图书馆

举办“中国传拓技艺展”。展

览期间，贾老师代表国家图书

馆现场演示甲骨传拓；配合展

览，还专门为观众和读者做了

甲骨讲座；6 月 10 日，贾老师

参加展览期间举办的 “中国

传拓技艺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讨会”，提交论文《甲

骨传拓技法》并作发言。《甲骨

传拓技法》是在《传拓与传拓

技法问答》相关内容基础上，

进一步思考修改后形成的专门

介绍甲骨传拓技艺的文章。文章包括“传拓与甲骨传拓”“甲骨传拓的步骤和操作要求”“甲

骨传拓过程中特殊情况的处理”“传拓过程中特殊情况的补救方法”“传拓甲骨需增加的主要

工具和材料”5 个部分，较为全面地介绍甲骨传拓技艺各方面，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从事

甲骨传拓的经验奉献给大家。该文修改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中心集

刊《甲骨学与殷商史》新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2012 年 5 月 30 日，贾老师受

邀赴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中心作“甲骨传拓技法”讲座，并现场交流甲骨传

拓经验。 

 

 

2012年 5 月 30 日，贾老师受邀赴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与殷商史研

究中心作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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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传拓之外，贾老师也为国家图书馆的甲骨保护与整理做了很多工作。1975 年 5 月，

贾老师到馆工作不久，就参与了馆藏甲骨保护调研，先后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文物管理科技所化学组。同年 10 月，贾老师参与调查馆藏甲骨保存

现状并撰写《关于甲骨现状和保护意见的请示报告》。此后根据馆外甲骨保护和馆内甲骨现

状调研情况，开始对馆藏甲骨进行加固实验，前后对 126块甲骨进行了加固。目前库房内甲

骨装具中甲骨外形轮廓纸板上还可以见到当时甲骨试验的相关记录，如馆藏 528 号位置记录

“1976 年 10月  日加固”。2008 年，贾老师根据相关业务资料和调查，撰写了《国家图书

馆馆藏甲骨的现状与保护》一文（收入《古籍保护新探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年），

介绍了馆藏甲骨装具和实物现状，包括各种装具类型、尺寸，甲骨实物断裂、粘合情况，梳

理了馆藏甲骨库房环境历年变迁，以及历年所做的甲骨保护相关工作。该文是我们现在对馆

藏甲骨进行整理和保护的重要参考。 

贾老师也为馆藏甲骨的编目整理做了很多工作。2003 年贾老师与同事胡辉平合作，开

始对馆藏甲骨进行编目整理，参照馆藏其他门类藏品的著录规则，为馆藏甲骨设计了 MARC

格式著录规则。从此，国家图书馆开始按年度通过书目检索系统、“甲骨世界”资源库在线

发布甲骨拓片、实物的书目和影像数据。通过网络公布馆藏甲骨资源，迄今仍为业界少见。

贾老师撰写了《甲骨及甲骨拓片影像数据库的设计和实验》一文（《文津流觞》第八期古籍

数字化专辑），介绍当时设计“甲骨世界”影像数据库的指导思想和数据库相关著录内容。 

贾老师走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请教的长辈。但贾老师做过的工作给我们现在的工作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贾老师未完成的工作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