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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07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意见》，正式启动“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为响应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提供基础支

撑，天津图书馆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籍传统

修复技艺的知识保存与研究”，着力发掘整理我国古籍修复技艺简史。在整理天津图书馆馆

藏档案资料期间，深度挖掘出天津图书馆百余年间的修复历史。本文拟分三个时期概述天津

图书馆自建馆以来古籍修复事业发展概况，以期厘清其基本发展脉络。以小窥大，为今后国

家古籍修复事业的发展略尽绵薄。 

天津图书馆古籍修复事业的发展依托于天津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的动荡变迁，不可避

免地影响着馆内各项事物的发展进程，整个图书馆的发展也需要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环

境之下来审视。可以说，天津图书馆修复事业的发展是天津图书馆百年简史的缩影，而天津

图书馆百年间的发展，也可看成是近代天津百年风雨飘摇的见证。 

盖因 1949 年前，国家动荡，兵燹灾祸不断，留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有所缺失，本文仅以

己所能，尽抛砖之力，若有不当之处，望诸家批评指正。 

二、天津图书馆古籍修复事业发展 

天津图书馆建馆百余年,它既经受了艰苦磨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今已成为国内知名

的、与现代化大城市相适应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公共图书馆。在此按照时间顺序将天津图书

馆及其古籍修复事业的发展概括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清代末年 

天津开埠以后，特别是在戊戌维新时期，天津更是成为了中国北方宣传维新舆论的中心，

随着新思想的到来，天津市民对于开设公共图书馆呼声也日益高涨。早在 1905 年，周学熙

先生在天津创立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天津学部侍郎严范孙先生出图书一千三百四十二种列于

其中，捐为津邑公有，供人阅览。所以就有了“侍郎捐书之始，亦津邑有公众阅览图书之所

之始也”的说法。这一时期直隶图书馆的藏书大多由名流仕绅捐赠而来。藏书之人必然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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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家中大多有能使书籍妥善保存的办法，亦有帮忙修复整理书籍之人。这些修书匠人随书来

到当时的直隶图书馆，也就奠定了图书馆古籍修复最早的成员班底，为其修复古籍提供了一

系列自古传承、行之有效的方法。 

天津图书馆是由清朝末期创立的直隶图书馆、民国时期建立的天津市立图书馆和天津图

书馆三个馆合并发展起来的，1949 年天津解放后逐步合并为天津市人民图书馆,1982 年改名

为天津图书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直隶提学使卢靖首倡筹建直隶图书馆，光绪三

十四年（1908）直隶图书馆正式开馆，馆址最初设于河北大经路（今河北区中山路）直隶学

务公所内，即为天津图书馆前身。 

（二）民国时期 

随着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中国长达两千年余的封建帝制宣告终结。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夕，时局动荡、战乱频发,直隶图书馆也命运多舛。在民国二年（1913）至民国三十

三年（1944）这三十余年间，直隶图书馆几经更迭，其发展虽有起有落，但始终不辍。仰赖

各位图书馆先辈们的悉心照料和付出，曾被誉为中国发展排名第三位的图书馆，亦为天图的

古籍修复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918 年 9 月,直隶图书馆更名为“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

1924 年秋，直隶图书馆馆舍先后遭奉系、直系军队接连强占,图书、家俱损坏严重。 

1929 年 6 月,天津特别市教育局为“发展社会教育,增长民众知识”提议创办市立图书

馆一座,馆址选定在杨家花园。1931 年 6 月 20 日,天津市立图书馆举行开馆典礼,姚金绅任

馆长。1937 年“七七事变”后,馆舍又被日军强占,书籍堆放于库房之中,受到寒、潮等侵蚀，

1939 年水灾的影响，图书资料损毁严重。直至 1939 年 10 月 20 日,已更名为天津特别市市

立第二图书馆的老省馆才重新开馆。 

如今的天津图书馆于 1947 年开始筹建，1948 年局部开馆，时任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为董

事长、徐世章为副董事长,张伯苓为常务监事,时子周任馆长,陶履中任副馆长，馆址设在原

法租界公议大楼。1949 年天津解放，天津图书馆在剔除反动书刊报纸的同时，发展逐渐步

入正轨。 

根据老馆员于昭熙提供的馆史资料《我所知道的原天津市第一图书馆》中提到民国二十

八年（1939）天津发生特大洪水之后大家合力抢救图书的场景：“院内一片潮湿，地上被淹

的图书一堆堆地像泥一样，于是大家开始救书。我们发现，线装书还好整理，一般平装铅印

书页粘在一起，很难揭开，当时的方法是先用木板把每套书夹起来，用大刷去泥污，再把书

一册册打开，先晾在院内木板上，等潮干时，拿进屋来，一页页的用竹签揭开，再放在院子

里晾晒，好在当时是秋天。干透后，再用原布套装好……。”文中不难看出当时对于古籍的

抢救方法，使用一些传统的修复工具，如竹签之类，将破损书叶挑开，仿止黏连。文中还强

调“好在当时是在秋天”，说明当时图书馆员已经意识到气候对于古籍的影响。 

在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时期，更多作为传播知识的载体，供读者阅览，馆史中又

这样的记载：“……二十七年冬，天津特别市公署教育局第三科陈葆光科长在河北公园馆门

外突见有人手持本馆书籍而展玩者，惊骇异常。”另有一则简介资料中记载了一次古籍受灾

情况：“……乃限于三日内讯将图书馆迁出，遂租用西关外联兴里第二百三十号房为图书馆

办公处所，地势荒僻，湫隘潮湿，不可久居，大雨如注时，行潦阻路，人绝往来。今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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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灾为患，此房没及屋顶。事后追思，危乎险矣。”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图书馆人已深具对书

籍损毁的忧患意识，同时有对图书保护的迫切期待。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 1994 年 

1949 年天津解放后，将全市的三个公共图书馆逐步合并为“天津市人民图书馆”。1982

年，“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更名为“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馆名沿用至今。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也给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事业提供了多种可能。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在修复人员方面，人数的增加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代表人物有邢俊斗、常淑芬等，

这一时期修复人员构成情况复杂，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经历。但总体上来

说，这时的天津图书馆已经拥有了专业的修复人才，并有专业老师教授传统古籍修复技艺，

同时开始有计划的修复和整理馆内藏书。 

待到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陶骏玲、臧淑慧等人，不仅注重技术的探究和创

新，同时也开始专注修复技术的学术研究。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古旧图书的修补要求尽量

整旧如“旧”，这时天津图书馆的修复工作者就已对此有过专门的研究论述，如陶骏玲在 1979

年第一期《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上曾就衬纸和修签工序的改进发表过一篇名叫《修补善本线

装书应整旧如“旧”》的论文。 

1994 年，图书馆员万群被派往国家图书馆，师从于张平和杜伟生两位老师，专心学习

古籍修复技艺，学成回馆，馆里正式筹建古籍修补专室。明确修复人员，购置完善修复工具，

提供专门的修复场所。由此，天津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开始步入系统发展时期。 

综上，这一时期，天津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事业的人员构成较为复杂，文化程度，专业

程度差距较大，图书馆开始尝试吸纳更多的人员参与到古籍修复事业中，设立专人专岗，并

且紧跟时代步伐，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参加国家组织的培训班。但是除了邢俊斗先生和万群

之外，其他人员后来几乎都调入其它部门，并未继续从事古籍修复工作。 

四、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至今 

2007 年，开启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

古籍保护工程。也使古籍修复工作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天津图书馆紧跟时代步伐，于 2008 年成立“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2008 年 3 月，入

选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09年被文化部授予“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和“国家

级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2014年，成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传习中心，并成立天津传习所，

并被文化部评选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和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2015 年，获

文物局颁发“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2017年 5月，天津图书馆的古籍修复技艺被列入天津

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0 年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天津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得到业内和国家的一致认可。 

如今的天津图书馆，有受过正规专业技术培训的古籍保护和科研人员 15 人，建成的千

余平米场地规模，古籍修复技艺今已形成特色，保护中心职能是面向三北地区的区域性古籍

保护和修复中心。 

近年来，天津图书馆除了承担本馆馆藏修复工作外，还帮助其他公藏单位和民间藏家修

复藏品，得到业内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赞扬。如北京市文物局珍贵古籍的修复项目、清华大学

传世古彝文手稿的修复项目、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贵馆藏明版古籍、天津图书馆馆藏珍贵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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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见录》十六卷的修复、天津图书馆馆藏周叔弢先生捐赠敦煌文献、宋元刻书残叶整理、

保护与研究项目、北京市文物局拓片修复项目、北疆博物院珍贵文献修复项目、天津市高级

人民法院藏书修复项目等等，硕果累累。 

如今的天津图书馆在不断取得保护修复成果的同时，还通过组织宣传古籍保护展览，现

场演示传统修复技艺，举办专业知识讲座等活动，向大众传播科学的文物保护理念及古籍保

护的知识，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在人才培养方面：自 2008 年承办第四期全国古籍

修复培训班之后，共举办古籍修复类的培训班 9次，为国家培训了大批古籍修复人才，共涉

及 253人次，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50余家藏书单位。还与天津艺术职业院校和天津

师范大学联合办学，培养多层次的修复人才。 

除了认真提升修复技术之外，天津图书馆的修复工作如今也更注重理论研究，学术交流

和讨论。如编撰出版专业学术著作：《融摄与传习》、《天津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保护修复》、

《精艺谭思－－北京市文物局拓片保护与修复研究》。 

三、天津图书馆早期古籍修复员工 

（一）三位天津图书馆修复事业的奠基人 

1.邢俊斗 

邢俊斗(1909—？)，籍贯河北省冀县东兴村，1909 年 5 月 22 日生于河北省冀县第二区

东兴村的中农家中。三岁丧父， 1924 年 2 月来津谋事，经同乡宋华亭介绍到文在堂书铺做

学徒，当时的经理是魏子敏。1927 年至 1937 年 4 月担任职员，这一时期全面奠定了其古籍

修复的造诣。 

1937 年 4 月因生意不佳书店停止营业了几年，期间，他常到如徐瑞甫、任振采、陶湘、

傅增湘等藏书家送书。由于周叔弢买书很多，遂与之关系最为密切，1937 年 5 月经文在堂

经理魏子敏介绍到周叔弢家装订古书。1953 年 1 月 14 日又随着捐赠的古书，由周叔弢介绍

来到当时的人民图书馆工作。 

到馆后，他的主要职责是装订线装古书，对保存文化遗产起到巨大作用，对孤本、善本

和珍贵图书有特别的修复计划，目的在延长图书寿命，保护馆藏。邢俊斗先生曾在一份档案

资料中写道：“我的愿望是希望领导指定专员学习此项技术，我当毫无保留的传授，使这一

古旧技术延续下去，有利于线装书的永久保存。” 

2.陶骏玲 

陶骏玲，籍贯山东省威海市。1956 年来馆工作，1976 年本馆聘请中国书店年迈修书师

傅——何崇山来馆教授其学习古籍修复技艺，学成后负责馆内的古籍修补工作。期间为本馆

修复了大量的线装书籍，并在 1979 年发表修复相关文章《修补善本线装书应整旧如“旧”》。

在 1985 年又撰写《怎样装修线装书》一文，系统阐述线装书修补技法和体会。从事古籍修

复工作十年间，共完成 348 种 3800 余册古旧线装书的修复工作。 

在其从事古籍修复的十年中，不仅在业务上能熟练掌握古籍线装、经折装、包背装、蝴

蝶装、金镶玉装等的装修技法，基本掌握了古籍的修补技术，还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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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补书所需的旧纸的缺失问题，她从古籍中搜集传统染纸、做旧材料，动手染纸，得到

较好的效果。 

同时，这一时期馆内以开始注重修复人员的文化水平素质，只有了解古籍，懂得古籍的

人，才能更好地把握古籍修复方向，制定修复方案。所以馆内也开始下派陶俊玲参加本馆组

织的“古代汉语学习班”的学习，学好专业需要的基础理论知识。1980 年 5 月 11 日先后为

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代培学员两名。 

3.臧淑慧 

臧淑慧，籍贯天津。1972 年 12 月 24 日入馆，1983 年 9 月至 1984 年 8 月在上海馆参加

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举办古籍书的《古籍图书修复工作学习》一年，并发结业证。1984

年至 1985 年 5 月在文物公司做清退工作。1985 年至 1986 年在天津图书馆古籍部工作。 

1972 年分配到图书馆工作后，即进入工厂组工作了近半年。这一时期的工厂组主要负

责装订、烫金、锤圆等工作。在这段时间中，主要学习了图书整理和装订方面的要领，并在

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一些关于技术性的工作， 

根据馆里的安排和图书馆修复事业发展的需要，1983 年至 1984 年被派到上海，参加了

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举办的“古籍图书修复训练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对古籍图书

进行高难度的技术性工作的学习，经过一年的学习，对古籍修补装订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通过学习，她逐步了解古籍书的装潢历史和变迁，了解线装书的名词和修书的基本技术，掌

握了部分纸张的性能和作用。学习装订修复古籍的技术也是图书馆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项专业

性的业务工作。在这一年中，共修线装书 96 册，金镶玉 6 册，函套 15 个，等等。学习专业

化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本领，在学习期间几次理论和实践操作的考试中都取得较好的

成绩，并领取了文化部图书馆图书事业管理局发放的结业证书，顺利完成馆里交托的学习任

务，回馆后以己所学，推动天津图书馆修复事业的进步。 

（二）其他人员简历 

除以上三位天津图书馆修复事业的“奠基人”外，在天津图书馆早期成立的“装订厂”

中还有一些员工，他们并不专职从事古书的修复，但却掌握一定修复技艺。 

陈万铨（1895—？），籍贯台湾新竹县。1919 年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在日本和台

湾经商多年，1956 年来馆工作，进入装订组从事装订工作。 

刘子遵（1903—？），籍贯安徽庐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学士。1956 年来馆

工作，是周叔弢先生的表兄，和邢俊斗先生一起在参考资料组从事古籍相关版本鉴定和装订

工作。 

刘春瑞（1922—？），籍贯河北省定县。1960 年来馆工作，退休时为装订厂厂长。 

何建岗（1918—?），字崇山，河北衡水人。琉璃厂会文斋经理何厚甫族侄，王孝鱼、李

善祥弟子，四十年代上半叶，继李善祥任会文斋经理，后职掌北京直隶书局。1949 年后居

天津，有资料显示其 1955—1967 年间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修补古旧书籍，带徒弟魏淑英。1976

年，曾被聘天津图书馆教授陶俊玲学习传统古籍修复技艺，为期一年。 

常淑芬（1943—2000），1992 年 8 月起担任业务副馆长。1957 年,周叔弢与徐森玉两位

先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联合提案,建议设立古籍修复技术班,培养修复专业人才。为落实

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加强培养线装古籍文献修复工作的提案,中国书店受文化部委托,先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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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和 1964 年,为各地省、市图书馆举办两期古书装订、修补业务技术培训班，我馆也

积极响应，曾派出常淑芬到中国书店学习古籍修复技艺。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国家逐渐开始重视古籍修复这门技艺，修复人员的专

业水平大幅提升。 

这些人员中，邢俊斗、何建岗来自古书铺，专职从事古籍修复；刘子遵、陈万铨之前都

曾是商人；刘春瑞，出身农民；常淑芬是来馆之后被派出学习古籍修复。 

以上可以看做是天津图书馆第一代从事古籍修复与保护的人才，他们中大多并不专职从

事古籍修复工作，除邢俊斗之外，其他人多身兼数职，有除古籍修复外的其他工作，无法保

证充足的学习和实践时间。可以说，这一时期天津图书馆古籍修复特点是：人员非本馆专职

人才，仅有古籍保护意识，没有成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班底做支撑，实践大多是基于古籍损毁

的抢救性修复，不系统，不完整。 

四、结  语 

古籍修复技艺作为一项特点鲜明的传统技艺，具有其独特的传承特点，需要古籍修复者

具备以下素质：一是熟悉各朝代书籍的形制和版本,有版本鉴别的能力；二是了解各朝各代

的纸张、印工、装帧风格等特征；三是做到技术熟练、操作细致，诚如明代周嘉胄《装潢志》

中所讲，古籍修复“须具补天之手、贯虱之晴，灵慧虚和，心细如发。充此任者,乃不负托。

又须年力甫壮,过此则神用不给矣。
①
”  

百余年间从前辈们爱书、惜书、护书的强烈意识和坚定信念到如今一个个得到业内一致

认可的大型修复项目，修复专职人员从无到有再到如今专业的修复团队，从简陋的修复室到

如今有着先进技术设备的修复中心，这些成果均得益于一代代图书馆人的对古籍保护事业的

默默奉献、用心守护，也得益于国家的日益重视和社会的进步。 

                                                        
① 刘易臣：《中国书店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与发展》，《历史钩沉》，2020 年 4 月 17 日，第 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