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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决定成败 

——以珍贵佛教文献修复为例 
 

 叶旭红 天津图书馆（天津少年儿童图书馆）古籍文献部 

 

2019 年单位接收外藏纸质文物佛经修复任务，在修复该批文物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佛

教文献的纸张分析以及不同装帧形式的佛经文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笔者从事古籍修复 10

余年，一直想就修复细节的处理相关问题成文，现借此次佛经修复各个步骤的细节处理及修

复心得加以梳理，以期今后有利于纸质佛教文献的修复与保护工作。 

一、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通俗的讲，就是细枝末节。汉语词典中，细节的解释为细小的环节或情节。古人

说得好：“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所以，大礼不辞小让，

细节决定成败。自古至今，中国于各行各业都有着技艺精湛的手艺人，他们无不注重细节，

无论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或是一栋宏伟的建筑，又或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珍馐佳肴，必定

在每一道工序上重视其细节的处理。同样，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古籍修复从业者，传承着老祖

宗留下的手艺，其关键更是要将技艺中细节的力量“润物细无声”地呈现于我们的作品中。 

二、古籍修复中的细节所在 

（一）了解项目背景，熟悉待修文献 

2007 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我国古籍修复事业迎来了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古

籍修复从业人员也从最初的补书匠人发展成为如今多技能的古籍修复从业者。作为项目的统

筹者，接到项目后，首先是要对其背景、来源、时间等具体内容做详细的了解，如项目属性

（国家项目或省级项目等）、待修文献所属单位或个人的具体情况、项目时限等。其次是要

系统地了解待修文献的文物定级以及破损级别、类别、文种、装帧等信息，另外更重要的是

了解项目要完成的主要目标、计划进度。 

以这次修复佛经项目举例：该批待修文献为某单位珍贵汉文佛经，本案待修 22 种 1000

开纸质佛经，其中方册装佛经 9 种，经折装 13 种。据查文物普遍存在多种病害，亟待得到

有效保护和修复。主要目标：保护修复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并严格按照

“最小干预”、“整旧如旧”、“安全性”、“过程可逆”等原则，对所需修复文物进行修复前建

档记录，拍摄较为清晰可辨的图片资料，作为修复前后的对比依据；根据佛经文献受损情况，

如霉污、粘连及破损等病害对书籍产生的危害，选择相应的修复方法，确保修复质量。经保

护修复后的书籍其软度、平整度适宜，纸质强度得到提高，再现文物的完整性；取样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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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通过从佛经文献本身取下的微小碎屑，分析藏品用纸等材料的优劣，用于纸质文献保

护研究。计划修复进度为 12 个月。 

（二）制定整修方案，合理计划人员及时间 

文献修复方案是根据古籍文献破损情况制订的修复计划和措施。其目标是对古籍文献修

复任务进行总体设计和规划，以修复文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原则进行的科学的整体策划。

制定完善的修复方案，有利于明确文献修复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从而达到保证修复质

量的最终目标
①
。 

经过对待修文献的初步了解，并通过对文献的版本情况以及破损级别的综合考量，分配

最为适合的修复人员，并设定合理可行的修复时限。 

此次佛经项目经过前期的反复论证、研讨，制定了较为成熟、完善的修复方案，具体情

况后文将通过具体修复案例详加记载，在此不再赘述。 

（三）修复的细节处理 

首先要对待修复文献进行拍照记录，留取原始信息；利用现代科学仪器对每件修复对象

进行无损分析检测；根据检测数据及病害评估结果制定具体修复方案。选配适合的修复用纸，

染色做旧；根据不同的装帧形式拆分书册，揭取残片后精修精补；分册重装，修复原有书皮、

夹板或加装新书皮、夹板；制作适合保存的装具。保护修复步骤如下： 

1.拍摄 

修复过程中我们应对修复对象进行详细的拍照、摄像记录，即对待修复对象进行修复前、

修复中以及修复后的影像留存，真实的记录文献原始的信息；修复中各个细节的处理过程；

修复完成后的整体、局部效果。 

修复前拍照包括两部分：一为按照古籍修复拍摄要求，对每件待修文献进行统一、规范

（六面、牌记、题跋、卷端、卷尾以及严重破损部位的拍摄）的拍照留存。二则为具体负责

修复的人员自行选择所需留存信息的影像记录。以上修复前对文献的拍摄记录其作用在于

（1）真实记录文献的原始破损情况，以待修复后做对比之用；（2）记录文献装帧情况、书

皮颜色、护叶数量等原始信息，为修复人员今后复原装帧提供依据。此项工作要注意的细节

在于拍摄要规范，如拍摄中色卡的使用，清晰度的设定（以备今后出版之用）等等，另外还

要尽可能多角度的记录文献原始的面貌及破损细节，以备修补过程中查找对比之需。  

修复过程中的拍摄更为重要，现阶段我们可以利用专业的拍摄设备对每一件修复对象进

行完整、详细的记录其修复过程、步骤、细节处理，以备日后查阅、参考、研究之用。 

修复后的拍摄要遵循三项原则：一规范性原则，如色卡的使用以及拍摄位置（同修复前）；

二匹配原则，要与修复前照片位置相匹配，同一章节、同一破损位置细节拍摄；三美学原则，

修复工作者必须要对摄影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注意摄影角度、光线、构图等的处理。 

2.纸张取样 

修复过程中，根据项目要求我们将对每一件文物不同部位的纸张进行取样检测，修复和

检测的具体情况，后将单独成文详加记述，在此不做详解。 

3.散叶佛经修补过程中的细节处理 

                                                        
① 万群：《天津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残片的保护修复》，学苑出版社，2019 年，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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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定义的“散叶”是同一种经文内容，一纸以上连续或间断且不足以连缀成册的经叶

集合。该项目满足以上情况的共有 4 种，以下通过两个案例详细赘述散叶经折修复的难点及

细节处理方法。 

案例一：佛 11 戒因缘经十卷（二级）此件佛经残件高 38 厘米，宽 12.8 厘米，单面 5

行 17 字，存 29.5 开。经检测分析，判断其纸张为构皮纸。 

经折主要破损情况为：经纸普遍存在褶皱、粘连、缺损、霉变，纸张絮化较为严重，有

水渍污染。同时部分经纸连接处粘合剂失效。存上下封面板三块，破损污渍较为严重。（见

图 1、图 2） 

  

图 1 佛 11  修复前整体效果                图 2 佛 11 修复前局部破损情况 

修复步骤及细节： 

（1）运用网络资源搜索佛经原文，使用电脑排版，行字数与原件保持一致，打印成纸

本，待修复过程中随时参考比对，也为修复及后期复原提供依据（图 3）。 

  

图 3 佛 11 电脑排版细节 图 4 佛 11 绘制修复规矩 

（2）在桌上铺一张日本化纤纸，并在上面绘制与经折“一纸”（2.5 开）长宽高都相等

的规范，保证修复过程中每面经叶的尺寸与形状不发生改变（图 4）。 

（3）由于经纸絮化、粘连严重，修复前，先用小竹起子将每一折小心揭开，尽量保持

完整，散落的碎片尽量标注位置保存好。将一纸（2.5 开）作为一页，逐一修复。 

（4）修复用纸，经纤维检测、分析对比，选择了材质接近的库存老纸，并用红茶、橡

碗等天然染料染色、做旧，力求做到纸质相似、色调和谐、观感舒适。 

（5）修复中，要将经纸少略喷水，用羊毛刷子展平，破损边缘处卷曲尤为严重，要小

心用镊子翻转舒展。补纸使用时也要先喷少许水，在半潮湿状态下进行修补，力求与经纸抽

涨伸缩保持一致。补纸与经纸的边缘，可适当用手术刀刮薄处理，使交界处平整自然。修复

过程中将经纸碎片比对原文拼放在原来位置，也可从正面拼贴。部分经纸没有缺损，但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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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絮化，这种情况则用薄桑皮纸局部托裱加固。修复后的经纸重新喷水，在吸水纸中压平，

注意喷水要适量，展平时尽量上下舒展，减少变形。（图 5—8） 

   

图 5 佛 11 经叶展平细节处理          图 6 佛 11 经叶展平细节处理 

   

图 7 佛 11 修补细节          图 8 佛 11 修补后效果 

     

图 9 佛 11 正面接口处理前        图 10 佛 11 正面接口处理后   

（6）修补后的经纸，可从正面再次处理破损与补纸的交接处，使接口平滑（图 9—10）。 

（7）将修补、压平后的经纸按原样折回，每一纸为一叠捶平。最后将折叠好的经纸按

照原文顺序连缀，剪裁掉多余的补纸。 

（8）上下板的修复：原经上下板主要存在磨损、霉变、污渍、浆糊失效等现象，故修

复中，先将板面包裹的丝织品揭下，用六七十度的清水冲洗、浸泡，去除霉迹污渍。磨损较

严重的地方，在背面用皮纸加固修补。最后略加全色，使整体色调和谐、美观。原上下板中

的纸板，由于年代久远，加之保存环境等问题，普遍存在霉变、糟朽、粉化现象，已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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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必要，因此用与原板厚度相近的无酸纸板代替。这样修复，既保留了原有的丝织品，

达到了“整旧如旧”的效果，替换的无酸纸板，又更好的起到了保护经文的作用（图 11—

13）。 

   

图 11 佛 11 清洗原板丝织品       图 12 佛 11 染制新丝织品 

        

图 13 佛 11 制作新板            图 14 佛 11  粘贴书签 

（9）由于此册经文上半部缺失待考，而下半部完整，故仅将下板与经文连接。 

       

图 15 佛 11 修复后夹板            图 16 佛 11 修复后夹板 

     

图 17 佛 11修复后效果          图 18 佛 11修复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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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佛 41 清刻本《苏悉第羯罗经》散叶，此件佛经残件残损严重，根据残存部分

版式分析原经卷高 38 厘米，宽 12.8 厘米，单面 5 行 17 字。经检测分析，判断其纸张为构

皮纸。 

此残卷酸化、板结、粘连严重，一碰即碎，同时存在污渍、褶皱、变形、断裂、糟朽、

絮化、字迹残缺等病害（图 19—20）。 

         

图 19佛 41 修复前照片             图 20 佛 41 修复前照片 

修复步骤及细节： 

前期步骤与例一基本相同，这里就不重复叙述，仅将不同部分细述如下：经前期查对原

文，发现该叠粘连经叶每开顺序摞放倒置，揭取时以一开为一片，以残存的下栏线为标尺，

摆放、拼接在画好规范的化纤纸上，并用镊子整平边缘卷曲，喷少许水，使经叶与化纤纸贴

合。用毛笔蘸浆水轻涂每片残片，用准备好的整张补纸托于经片上（由于经叶纸张酸化严重，

纸性极差，固做托裱修复）。托后翻转经纸，将掉落残片，对照原文粘贴后喷水压平。其余

步骤同例一（图 21—23）。 

             

图 21 佛 41 修复细节处理                  图 22 佛 41 修复细节处理 

 

（四）装具的制作 图 23 将散落笔画残片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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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具是存储古籍的设备设施，分为内装具、外装具两类，外装具主要指庋藏书籍的箱、

柜、橱、架，内装具指的是与古籍直接接触的囊帙、函套、夹板等①。 

内装具是对古籍的“帖身”保护措施。装具对于保护古籍免受损伤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装具是古籍的外观，造型美观、制作精良的装具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其形制、

大小、材质等的设计也对文物本身的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古籍修复工作来说，我们

不仅要关注文献本身的整修，也应同样注意装具的设计与制作。装具制作可以说是古籍修复

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很关键的一道工序。 

本文列举项目中修复的佛经，根据装帧形式不同制作两种不同样式装具加以保护。方册

装佛经制作仿宋锦函套；经折装及散片佛经则制作略大于经折尺寸的仿旧丝织品无酸纸盒进

行盛放。 

三、结  语 

佛经讲：“一树一菩提，一沙一世界”。生活的一切原本都是由细节构成，而细节往往最

容易被人忽视，殊不知这不起眼的细节，往往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我们知道，古籍保护是

一项功在千秋、利在万代的事业，古籍保护工作的对象，是记载着中华文明精华的珍贵古籍，

每一册件都是珍贵的文物。作为一名古籍修复从业者，同样承担着保护与传承的重担，因此

不论是现代技术下的科学性保护、还是传统技艺的传承都应更加注重细节的处理与传承，不

要让更多精湛技艺中的精细之美失传于我们手中。本文借佛经修复项目将修复过程中细节处

理简要叙述，因本人水平有限，文中不足之处敬请方家同道批评指正。 

 

                                                        
① 陈红彦、张平编著：《中国古籍装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年，第 15—3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