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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记“第一期装修古旧图书技术人员训练班” 
 

 胡  泊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图 1 古书装修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师生合影 1963年 7月 

这是一张拍摄于 1963 年的老照片，内容记录的是在古籍修复业内享有盛誉的“第一期

装修古旧图书技术人员训练班”于 1963 年 7 月的毕业合影的场景。该班由文化部组织开办，

旨在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古籍修复人才。培训班于 1961 年开始招生，培训教师由当时的北京

图书馆（简称北图）图书修整组老师以及善本特藏部主任赵万里先生担任。 

据文献修复组杜伟生、边沙、李英等老同志确认，该照片的拍摄地点位于北图原图书修

整组平房前。 

经第一期培训班学员王丽英、师有宽先生和国图文献修复组多位老同志辨识，并根据文

献修复组存 1961 年 10 月修整组学员出勤统计表所记录的学员姓名，可以得出照片中的人员

姓名及所在工作单位情况如下： 

表 1  图片中人员对应姓名 

后排

学员 

宋藏密

（北京

图书馆） 

王思静

（湖北省

图书馆） 

王丽英

（北京图

书馆） 

郭秀清

（北大

图书馆） 

吴丽芝

（吉林省

图书馆） 

师有宽（甘

肃省省图书

馆） 

柳长发（黑

龙江省图书

馆） 

前排

老师 

李书梦 魏梅占 肖振棠 李道之 张士达 肖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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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班背景 

解放后，随着党和政府大力开展科学文化研究工作，广大群众借阅古籍的需求显著增加，

但由于旧中国国力衰弱，社会动荡，无暇顾及古籍文献的保管保护，造成大量古籍由于保管

不善，存在虫蛀鼠啮等各种各样的严重病害。这些古旧书籍如不进行及时修复，不仅无法提

供服务，甚至会继续损坏而造成更大的损失。这种情况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加强古籍保护工

作的关注，周叔弢与徐森玉等先生就曾联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案，建议设立古籍修复培

训班，培养修复人才，不使传统技术失传。 

要修复古籍，首先要有能够修复古籍的技术人员。但当时全国能够装修古旧线装图书的

技工为数很少，而且年龄多已很大，因此，青年古籍修复人员的培养工作成为当务之急。 

综合上述情况，同时也为了继承我国装修古旧线装书的优秀技术，1961 年 1 月 13 日，

遵照国务院交办的全国人民代表提案，文化部向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北京图书馆下达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培训装修古旧线装图书技术人员的通知”[文化部（61）文

群平字第 36 号文]
①
。由此，我国首次大规模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工作正式启动。同年 7 月中

旬，文化部委托北图举办的第一届装修古旧线装书技术人员学习班开班。 

二、学员来源 

根据各地古籍修复工作开展实际状况和人员需求，文化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

于培训装修古旧线装图书技术人员的通知》中对学员来源予以了界定，进行了明确说明： 

  一、有装修古旧线装书人员的图书馆，可以根据需要在本单位选调一些适合做这项

工作的青年人员，由老技术人员以带徒弟的方法，进行培养，学成之后，即留在馆中工

作。 

  二、目前没有此项装修技术人才，但有需要的图书馆，可选派本馆适合此项专业的

青年干部到北京图书馆、北京中国书店等单位，以带徒弟的方法进行为期 1-2年的学习，

学成之后，仍回原单位工作。 

  学习期间的编制、经费问题均由原单位解决。    

按照《通知》的指导精神，经过严格筛选，最终到北京图书馆参加此次培训的学员共有

8 人。包括：黑龙江省图书馆柳长发、甘肃省省图书馆师有宽、吉林省图书馆吴丽芝、湖北

省图书馆王思静、南京图书馆朱跟章（因故中途离班返回原籍）、北京大学图书馆郭秀清、

北京图书馆王丽英、北京图书馆宋藏密。 

                                                        
①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4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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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资及带徒方式 

根据文华的文章，“这次培训工作是根据装修古旧书笈手工业技术的特点，采取以师带

徒、边教边学的办法，分期进行的。”
① 

古籍修复技术培训教师由北京图书馆图书修整组古籍修复师担任，包括：李道之、肖振

棠、张士达、肖振邦、魏梅占、李书梦等。他们都是早年从业于琉璃厂书铺，经过几十年行

业锤炼的老师傅，造诣深厚，堪为业内翘楚。 

学员们在平日学习过程中都是学有专师。但是，老师傅们在技术方面一般都有三四

十年的丰富经验，他们在个别工序操作的手法上各有自己的特点，为了使学员们更好更

全面地学习老师傅的技术特长，学习期中并互相更换了一次师徒，以便他们择优而从。
②
 

四、授课内容 

授课内容方面，除了在随师工作、学习过程中安排了充分的古籍修复实际操作训练外，

为了提高学员们的学习热情，保证学习质量，克服不懂书无法进行修整书籍的困难，北图还

为学员们安排了丰富的理论学习课程，内容包括：整修古旧书籍各工序的操作规程；我国历

朝装订形式的发展过程；历朝版本和纸张的区别；装订用各种纸张名称等。除馆内几位老师

傅轮流讲课外，还特请善本特藏部赵万里主任给学员们讲授“我国善本书在文化遗产上的重

要意义”和“怎样装修善本书”两个问题。 

老师傅们讲课主要是根据个人长期的工作经验，同时以《中国版刻图录》作参考资料。

著名的版本如原装《文苑英华》《元史》《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以及磁、铜、木等活字版

书和各色套版书籍，当时学员们都观摩了实物，授课老师就这些古籍的独特风格详细地作了

介绍。 

为了使学员们更清楚地了解我国书籍版本的发展历史，两年的培训学习中，他们还先后

参观了北图金石组的甲骨；荣宝斋的刻版、套版印刷；新华印刷装订厂的照相制版、机械印

刷、机械化精装、平装等印装技术，以及纸品加工、染纸等方法。 

五、培训效果 

通过两年的学习，大部分学员都具有独立的操作能力，达到了原订计划的技术水平，即：

要求学员在半年内掌握装修一般线装书的操作方法；一年内试修一般珍贵的古旧书籍；到一

年半，要求在各道工序和各种装潢形式上，都能按规程操作，并达到装修善本书所要求的质

量；二年期满时，基本能独立细致的进行操作，遇到极其破烂的书，如有顶天挨地的批校，

                                                        
① 文华：《“装修古旧线装书技术人员训练班”胜利结业》，《图书馆》1963 年第 3 期，第 63—64 页。 

② 引文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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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名收藏家写的书根字等类书，既要修补整齐，又不许裁切变新，完全保持原来的面貌。
①
 

由于老师傅们的热心传授和学员们的刻苦努力，学员们基本上都达到这些预期的要求，

表现在后阶段他们装修的六百余册善本书，不但做工细致，同时注重了保持原有面貌，做到

了“整旧如旧”。大部分都质量优良，例如明刻本《清閟全集》，明刻本《林初诗文全集》，

明刻本《严镇吴氏续修宗谱》，明刻本《御制文集》，影宋抄本《元丰九域志》等古籍。此外，

部分学员还参与当时国宝《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 

六、培训结束，学员返回原籍  

1963 年 6 月 9 日文化部传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63）文群字第 1018 号，关于

结束第一期装修古旧图书技术人员训练班的通知”。
②
该通知对培训班取得的成绩和良好效果

给与了肯定，同意学员按期于 7 月下旬结业，并对结业时学习鉴定的出具，结业证书的制作、

盖章，及举行结业会等事项进行了明确部署。通知最后还指出希望能再举办一期培训班。 

同年 7 月 18 日，文化部又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63）文群光字第 1101 号，

关于结束装修古旧线装图书技术人员训练班即将遣回学习人员的通知”，要求各省图书馆在

学员返回原籍后。各地方务必要妥善安排好工作，使学用一致。
③
 

至此，创办了两年的第一期装修古旧图书技术人员训练班奉令解散，相关培训工作圆满

完成。 

七、此次培训班的意义 

第一期装修古旧图书技术人员训练班是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培养专业古籍修复人员及提

高古籍人员修复技术举办的第一个正规培训班，是新中国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工作的开篇序

曲，对于培养人才、探索培养模式，以及我国古籍保护事业的整体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其

以下几点历史功绩，将永远载史册。 

第一，训练班为新中国古籍修复事业培养了第一批骨干人才。训练班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共向全国图书馆系统输送青年古籍修复人员 7 名。虽然人数不多，但为我国古籍保护事业和

古籍修复技艺传承留下了宝贵的种子，改善了当时古籍修复人才短缺、行业后继无人的不利

局面。这些学员返回原单位后，大都成为古籍修复领域的骨干。后经过长期实践，多人逐步

成长为享誉业内的专家、大师。一些人至今仍然为培养青年人和传承古籍修复技艺贡献着力

量。 

第二，北图的古籍修复技法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得到传播和成功应用。随着培训学员们

在各自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北图古籍修复技法在各地实际工作中取得的良好效果，使得

                                                        
① 引文同上。 

②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第 403 页。 

③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第 4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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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成熟、完善的古籍修复技法迅速在业内得到广泛推崇，有力助推了全国古籍修复工作的

总体技术水平迈上了新台阶。由此，北图古籍修复工作在业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得以进一步

提升。 

第三，此次培训努力探索了古籍修复人才教育与培训的新途径,就贴近古籍修复工作实

际需要的培训教学模式和课程内容进行了初步尝试,取得了显著效果。培训班采用各地抽调

力量到北京长期集中培训、师带徒、小班授课、学员参与实际工作的培训教学模式。在课程

内容设置上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方面，有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有随师共同工作，共

同修复藏品，使得学员的修复水平大有提高。同时也安排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学习，学员们系

统学习了版本知识、金石传拓、印刷装订等古籍修复相关知识。通过理论学习，不但开阔了

学员的视野，丰富了知识面，更提升了大家对于古籍修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经过两年的探

索实践，一套切合当时国情和图书馆业务实际的专业古籍修复技术人员培养模式已现雏形，

这也标志着我国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中部分授课方式和教学内

容至今仍然被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培训工作所沿用。 

第四，此次培训为之后的第二期培训班奠定了基础。此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为古籍修复

正规化培训工作开创了先河，积累了宝贵的办班经验，也为之后第二期培训班的举办准备了

条件、奠定了基础。鉴于第一期培训班对于学员技能提升的显著效果和积极的社会反响。文

化部批准，于 1964 年在北图筹办了第二期全国古籍线装书装修技术培训班，在全国范围内

招收学员，学制仍为两年，共招收学员 6 名。
①
 

第五，训练班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训练班是在国家正处于经济最困难时

刻举办的，这体现了国家对于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但同时，物质

条件的严重匮乏也给培训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学员们大都是自带被褥、粮票，坐了几十个

小时的火车，到北京参加培训。教学条件简陋，没有专门的教室，甚至没有教材，其中的不

易可想而知。但凭借着对古籍修复事业的满腔热情，为了能够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为守护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训练班全体师生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克服种种艰难，凭借艰

苦奋斗、爱岗敬业、精益求精、潜心研学、执着坚守的办学精神，经过两年的共同努力，最

终圆满完成了既定的培训任务，实现了训练班的办学目标，同时修复完成了一批破损古籍。

而这些精神正是训练班留给今天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工作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 

结  语 

古籍保护工作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古籍保护人才培养。今天，随着国力的强盛和全社会对

于古籍保护工作，特别是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视，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环境、条件和途

径，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国内多所知名高校开办了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专业，建立起侧重于学

历教育、学科建设的学院培养模式。同时，专项培养古籍修复的骨干力量，采取“师带徒”

方式的传习所模式和针对古籍保护已从业人员的培训基地模式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成功推

广实践。三种模式相互补充，协同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形成了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工作

专业化、体系化、可持续的良好局面。 

                                                        
①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第 4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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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工作也还存在一些瓶颈，修复人员数量、能力也远未满足社会

需要，相关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此时追忆 60 年前培训班的艰苦创办历程，不但可以看清建

国初期修复人才培养工作的场景、面貌，厘清修复技艺传承发展脉络，更可以从中吸取经验

和力量，鞭策和激励我们继续探索出路、破解难题，用辛勤与汗水、执着与努力，在传统文

化最好的发展机遇期，团结同道，携手开创古籍保护工作的美好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