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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保护 

国家图书馆新入藏西夏文献保护修复述要  

 谢谨诚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一、文献概况 

（一）文献价值 

2015 年 5 月，国家图书馆入藏了 18 包珍贵的西夏文古籍文献，距今七八百年，横跨西

夏和元朝两个时期。以入藏时状态初步判断，文献装帧涵盖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等多种

早期装帧形式，既包含诸多刻本，也包含大量写本。文献内容涉及宗教、政治、经济、语言

文字、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部分文献较为珍稀。如保存较为完整的西夏童蒙读物《新集碎

金置掌文》为国内罕见，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更为国内首见，另有写本《三才杂字》

及品类丰富的西夏文佛经。这是近年来发现的数量较多、内容丰富、版本与装帧形式多样的

西夏文献。 

（二）主要病害 

新入藏西夏文献历经七八百年沧桑，破损十分严重。入藏时状态极差，普遍存在较为严

重的撕裂、缺损、絮化、虫蛀、水浸、污损、粘连、板结等多重病害。多数表面附有谷物、

泥沙、尘土、毛发等附着物。依据文化行业标准 WH/T22-2006 《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

约有 85%可认定为一、二级破损。 

大部分文献入藏时已无法展阅，仅按其大小大致分为 18 包，具体数目尚待整理。因未

经编目整理，暂无文献名称及藏品号。为便于存藏保管、保护修复、文献数字化等工作有效

开展，暂以“入藏时分包编号-修复顺序号”作为文献编号。 

以下选取病害较有代表性的文献说明主要破损情况。 

1. 文献 8-4 

 

第8包文献中的一件残叶，

推测应为卷轴装，卷首尾缺

损，轴心等装帧部件缺失，

全卷多处撕裂，部分纸张及

文字已缺损。因水浸等原因

，通卷多处褶皱，部分残损

边缘已有絮化现象，有多处

浅褐色不明污损，并有少量

虫蛀（图1）。 
图1 8-4修复前

① 

① 本文中图片均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品图片及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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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藏西夏文献中，已无装帧完好的卷轴装文献，轴心完整的仅余两件。上述残叶中的

各病害较为普遍，部分文献正反表面附着泥沙等异物。 

2.第 5 包文献 
第 5 包文献为一册残本，单独分为一包。书芯四周磨损、缺损，已无法判断装帧形式。

文字缺损处可见絮状异物，其间夹杂谷壳，书叶稍翻开后可见泥土、石块、毛发及白色霉蚀

等附着物，部分附着物已嵌入纸张。上半部分文字处有水渍，且呈中度板结，所幸纸张仅破

损边缘处轻微脆化，整体仍有一定韧性。文献下半部分有少量虫蛀缺损，部分已贯穿书芯（图

2、图 3）。 

  
图 2 第 5包修复前 图 3 第 5包修复前（局部） 

新入藏西夏文献中，成册装帧文献四周均有不同程度的磨损、缺失，仅三册仍有书衣残

留。并且装帧部位磨损严重，很难判断原有装帧形式及尺寸。因水浸等原因，局部已中度板

结，逐页揭开时需小心处理，避免文字产生较大位移。此外，部分文献褶皱严重，边缘处撕

裂并有虫蛀。 

3.文献 7-1    

 

第 7 包文献中的一件残叶，四周磨损、

缺损、撕裂严重，已无法判断原本装帧形

式及尺寸。新入藏西夏文献中，此类文献

最多。书叶正反表面可见多处褐色污渍及

白色霉蚀，某些缺损边缘有不同程度的脆

化、絮化（图 4）。部分残叶根据纸张大

小、版框尺寸、文字样式初步判断，或许

原为一件，但因撕裂等原因而断开，是否

相连尚待研究确认。 

图 4 7-1 修复前 

（三）装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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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时期书籍装帧形式多样而富于变化，卷轴装、经折装、缝缋装、粘叶装、蝴蝶装、

包背装等宋代常见书籍装帧形式均有使用。为了方便阅读，西夏人对部分装帧做出了改进。

比如在装订某些包背装文献时，先订线再包封面，以解决翻阅时散页的问题。又或将单张纸

左右对折后再上下对折，或上下对折再左右对折，折缝最外缝缀起来成册，装订后再书写，

装帧样式与蝴蝶装颇为相似。此类改进使西夏文献装帧形式极为复杂多变，加之存世实物较

少，考证工作较为困难。新入藏西夏文献破损普遍较为严重，装帧部件多已缺失，原装帧形

式不易判定。本节举新入藏西夏文献中较有代表性的几例简要说明。 

1.卷轴装 

新入藏西夏文献中，卷轴装文献多已严重残损，无法断定成书时是否有轴心，如前文所

述文献 8-4（图 1）。但第 9 包及第 10 包中有两件轴心尚存（图 5、图 6），特征较为明显。 

  
图 5  9-4 修复前 图 6 10-4 修复前 

两件文献入藏时虽卷尾缺损但轴心仍在，卷首已缺失。轴心直径仅为 3—5 毫米，材质

尚待进一步检测。质地较坚韧，虽严重弯曲但未完全断裂。 

2.经折装 

第 13 包文献均为散叶、残叶，与第 4 包文献中的部分残叶规格、文字特点近似，修复

时将之合并处理。如图 7、图 9、图 10 所示，修复前装帧与经折装类似。前书衣为丝织品，

并以墨书写题名，后书衣缺失。但书衣与书芯已不相连，且尺寸略小于部分书叶，无法断定

是否为同册。书衣托纸共五叶，图 8 为其中两叶，托纸均有文字，且字体、版框、纸张均不

相同。 

书叶为正反两张纸，均有文字。背面（无字面）相向托在一起，揭开后可见白色粘合剂

残留。对比两面字迹，一面字体较大，一面较小。为便于说明记录，将大字一面记为正面（图

9），小字一面记为背面（图 10）。 

与常见经折装不同，此件文献折口位置多在文字中间，且每页行数不相同。背面折口处

贴有纸条，推断应为加固目的。部分加固纸条写有文字，有字一面贴在文献上（图 10），

并造成严重的字迹遮挡。 

新入藏西夏文献中，与之类似的散叶、残叶另有数十页，因尚未编目整理，无法判断是

否可以缀合归类。两张纸托在一起的书叶较少，但在折口处以纸条加固的处理方式极多。折

叶方式较不规范，折口常在文字中间，且折叠后书叶宽度不等，差距 3—5毫米。以此推断，

部分文献或原为卷轴装，后人出于便于携带等目的，将其改为经折装并加装书衣。为防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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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翻阅后断裂，在折口处贴以纸条。以当今通行装帧技法及标准而言，这种改装虽便于携带，

但因折口不避让文字，会影响阅读。此外，改装时或因缺乏纸张，将刻写有文字的废弃纸张

用作托书衣、加固。 

  
图 7 第 13 包书衣修复前 图 8 第 13 包书衣托纸修复后 

  
图 9 第 13 包书叶修复前（正面） 图 10 第 13 包书叶修复前（背面） 

3.缝线装帧 

文献 11-2 为一册残本，黄色书线保留完好，缝线方式较具特色（图 11）。为保留其装

帧，修复时未拆解（图 12）。装帧方式虽与蝴蝶装较为类似，但缝有书线并且书衣与书叶

缝在一起，且因缝线造成压字（图 13）。书口及天头地脚处前后页已不相连，但因病害严

重，无法判断是装帧时裁开或因病害造成的断裂。因修复时未拆解书线，加之书背处也有残

损，书叶折叠方式无法准确判断，装帧形式有待进一步讨论。 

新入藏西夏文献中，书线完整保存的另有五册件，但缝线方法各有不同。除 11-2 与蝴

蝶装类似外，也有于书叶中缝处缝线，实物与文献所载缝缋装颇为相似。有研究称，西夏时

期缝缋装最大特点是前后两面文字不相连，蝴蝶装、包背装前后两面文字连贯相通则与线装

一致。新入藏西夏文献的装帧有相似之处与缝缋装，但也有诸多不同，或因残损、撕裂等病

害而无法准确判断，准确装帧尚有待编目工作及进一步论证。 

此外，缝线后造成压字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推测部分文献或为成书后，后人出于加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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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缝线。 

  
图 11 11-2 修复前 图 12 11-2 修复后 

 

图 13 11-2 书叶修复后 

4.小册子 

  
图 14 12-4 书叶修复后 图 15 12-4 书叶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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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12-4，全册仅 6 页。书衣保存完好，书叶首页、末页为一张纸对折，折缝处与书

衣粘接。内叶 4 页较为特殊，为一张纸上下对折后再左右对折，外侧折缝与首末页折缝处粘

接（图 14、图 15）。如上一小节所述，如按内 4 页折叠方式判断，有研究将此类装帧归为

缝缋装，但也有文献称之为“双蝴蝶装”。不同之处在于，此件未用线缝合，且未见明显线

眼。 
新入藏西夏文献中，另有数册小册子，但破损严重。尤其装帧部位严重缺损，原装帧形

式已难判明。 

二、工作方案 

（一）修复原则 

根据新入藏西夏文献病害及装帧特点，结合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原则，明确修复原则及

主要目标。 
其一，整旧如旧，尽可能保留文献原貌，不以美化为目的改变现有形态。因新入藏西夏

文献装帧形式较为特殊，如条件允许，尽可能在不破坏装帧部位的前提下完成修复工作。但

在实际操作中灵活掌握，如对前述经折装中的加固纸条等造成字迹遮挡的部件不予保留，移

除后另行妥善保存。 
其二，最少干预，尽可能减少修复工作对文献造成的影响。新入藏西夏文献普遍病害较

为严重，对应修复步骤繁多，在制定具体修复方案时应具针对性，并尽可能减少修复操作以

及操作过程对文献的影响。 
其三，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明确修复目标。在修复操作中优先解决严重影响文献利用

及文献寿命的病害，对污损等影响美观的病害则根据情况适度处理，同时避免过度修复。 
其四，过程可逆，修复技法及相关操作具备可逆性，以备更为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出现

时可再次修复。操作过程及所使用的材料应与原件残留部分有明显区别，以使研究人员可清

晰辨别，避免修复操作对文献原始信息造成干扰。 

（二）工作模式 

1.新老结合 

本次修复设立首席技术专家制，委任具有 40 余年修复工作经验的“全国技术能手”刘

建明为项目首席技术专家。借助国家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的人才培养机制，

带领数名青年修复师完成修复工作。 

工作实践中，首席技术专家指导青年修复师制定修复方案，并协助完成技术难点、要点。

青年修复师则将自身化学、美术学等学科优势带入修复工作，提升整个项目的科学性。 

2.学者参与 

参考 2010—2013 年开展的西域文献修复等既往工作经验，聘请史金波等西夏学专家担

任学术指导，萨仁高娃、全桂花等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专家全程指导修复工作，协助修复人员

辨认部分文献文字，以保证缀合等工序的准确性。此外，部分修复方案制定过程中修复人员

及时与学者专家沟通，确保修复后文献可满足研究利用需求。 

3.科研支撑 

近年来随着古籍修复行业的快速发展，关联科研项目显著增多，使行业发展更为科学化、

规范化。此次新入藏西夏文献保护修复项目推进过程中，使用或借鉴了多项科研项目的成果。

纤维检测环节参考了馆级科研项目《现代显微技术在古籍鉴定与修复中的应用》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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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记录工作参考在研文化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图书馆古籍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的部

分成果，生成的修复档案成为该项目的试用对象之一；修复用纸选配参考文化行业标准化研

究项目《文献修复用纸选配规范标准化研究》的部分在研理论；修复用纸加工试用馆级青年

科研项目《文献修复用纸植物染色应用研究》中论及的改进方式；部分修复用纸试用馆级科

研项目《古纸仿制工艺研究——古籍修复用补纸的自行抄造》的实物成果。同时，此次修复

过程及检测数据也为部分科研项目提供了研究依据。 

4.社会支持 

经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组织协调，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公益资助的部分经费，

用于新入藏西夏文献保护修复。有力的经费保障，使修复工作在材料购买、硬件改良、工作

记录、成果发布等多方面均得到较大提升。 

三、技术要点 

（一）全程记录 

借鉴西域文献等修复工作的成功经验，本次修复开展全程记录，并提高记录标准。根据

2016 年文化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图书馆古籍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未结项），以图

文结合模式规范记录文献状态、修复操作、材料使用等（图 16）。对于涉及技术关键、技

术要点的部分内容，尝试采用视频拍摄模式。得益于社会资金的助力，记录设备得以改进，

部分拍摄记录工作委托专业团队（图 17），为成果发布及宣传推广等后续工作积累了大量

素材。 

  
图 16 档案制作图 图 17 视频拍摄 

（二）修复用纸 

根据俄藏西夏文献及宁夏拜寺沟出土西夏文献纸样的检测结果，西夏社会主要造纸原料

应为麻与韧皮。对新入藏西夏文献进行纤维抽样检测后，样品均为构皮纸（图 18、图 19 为

第 6 包文献抽样纤维检测图像）。 

2010 年开展馆藏西域文献修复时，也曾检测文献用纸。纸张多为麻纸、皮纸，该项目

使用贵州丹寨构皮纸作为修补用纸，使用马尼拉麻纸作为镶接、加固用纸。本次选择修复用

纸时，综合上述文献调研、检测结果、修复经验，选取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配发的丹寨构皮纸

作为修补用纸，使用三桠皮纸作为镶接、加固用纸。 

除纤维检测外，修复过程中检测了大部分西夏文献的厚度、白度、表面 pH 等指标，基

于所得数据及修复需求选取适宜材质、厚度纸张用作修复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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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抽样纤维图像（10倍） 图 19 抽样纤维细胞腔图像（20 倍） 

为达到理想修复效果，尝试改良、自研少量修复用纸。组织人员考察多家造纸工坊，选

定具有多年古法造纸经验的从业者深度合作，从原料采购、技法研究、工艺监控、样纸试制、

细节调整等环节逐一把关，定制了一批具有良好指标、能满足修复要求的纸张。 

同时，鼓励青年修复师依托馆级科研项目，自行研制了小型手工纸张抄造设备投入使用

（图 20），抄造皮纸用作部分修复工作（图 21）。  

  
图 20 自研抄纸设备 图 21 自制修复用纸 

经检测，新入藏西夏文献纸张 pH 均值约在 6.5，呈现良好保存性。但因历久经年，加

之多重病害，普遍呈深黄色或褐色。为使修复后文献外观和谐，需将修复用纸染色。染旧色

时，北方惯以橡碗子（橡树果）作为原料调制染色液，但经检测染液 pH 较低，染色后影响

纸张保存性。结合文献内容与馆内科研项目，修复团队尝试改良染色工艺。试用板栗壳代替

橡碗子，并在染液中加少许碱性物质调节 pH，提高修复用纸保存性。 

（三）清洁揭展 

新入藏西夏文献表面多有谷物、泥沙、尘土、石块、毛发等异物附着，且有水浸等病害

引起的黄褐色污渍，对字迹形成遮挡。修复时用小毛刷轻扫正反表面，对嵌入纸张的附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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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针锥、手术刀等小心剔除。附着物对研究文献流转或有参考价值，选取部分放入自封袋内

留存（图 22、图 23）。部分已无完整字迹且无法判断原本位置的残片，也放入自封袋内编

号留存。 

  
图 22 附着物清除前 图 23 附着物清除后 

污渍以热水漂洗法清除，取 40—50℃温水，以毛笔蘸取淋洗在污损部分，并用撤潮纸

吸走污水，反复 3—4 次直至污损处颜色变浅。文献破损处或边缘处如已呈碎片状或有絮化，

需加固后再做漂洗。如撕裂情况极为严重、重度脆化、文字处纸张絮化等情况，则放弃清洁

工序（图 24、图 25），以策所载信息最大限度完整。 

  

图24 污渍清洗前 图25 污渍清洗后 

依据最少干预原则，操作时尽量减少用水量。板结粘连的文献纸张、文献托纸及加固纸

条等，主要以干揭法揭展分离。部分粘连严重的，使用湿揭法。揭展工作与清洁及局部加固

工作同步进行，确保文字完整。 

（四）补破 

文献缺损部位使用皮纸补破。修复用纸略薄于所修文献纸张，染色使其与文献纸张色调

一致，颜色略浅。补纸与破损边缘的搭口宽度根据破损处文献纸张强度而定，因本次修复的

西夏文献的破损处多伴随絮化、脆化等病害，搭口视情况留至 2—6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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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成册装帧的文献时，如缝合部位破损较轻且对压平、裁切等后续工序影响较小，则

借鉴“掏补”技法，在不拆解文献的前提下完成补破等操作。以前述文献 11-2 为例，以此

方法修复后虽平整度稍欠，但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有装帧（图 26、图 27）。如文献破损严

重，整册板结难以分离，则仍需拆解后逐叶修补。 

  
图 26 11-2 修复前 图 27 11-2 修复后 

卷轴装、小册子及大部分散叶、残叶采用相同规则补破。粘合剂使用脱筋小麦淀粉浆糊。 

（五）缀合加固 

加固、缀合用纸采用三桠皮纸（定量 7—8 克），刷染至适宜颜色备用。所用粘合剂也

为脱筋小麦淀粉浆糊。 

处理撕裂处时，根据病害情况灵活调整修复方案。如未完全断裂分离，则用颜色较浅的

三桠皮纸缀合加固，如文献 11-2 上部撕裂处（图 26，图 27）。但如已缺损或纸张较厚需较

强支撑，则用构皮纸修补。对磨损、絮化、脆化处，也以三桠皮纸加固。 

部分文献虽因撕裂等原因造成分离，但破损边缘可完全拼合，且纸张颜色质地、文字笔

画大小均较为吻合。经专家组合议，此种情况先将之缀合，并在修复档案中注明，以便后续

整理工作（图 28、图 29）。因修复操作秉承过程可逆的原则，如发现缀合有误，也可再次

调整。 

  
图 28 10-4 撕裂处 图 29 10-4 预拼接 

前述经折装，如第 13 包文献，书叶多已互不相连。此类文献中最长一叶为 5 折，各叶

间内容是否连贯，前后顺序如何尚无法断明。因此仅将修复前原本相连的书叶原位缀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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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厚度适宜的构皮纸连接加固。完全断开的书叶不做缀合处理，但补破加固时左右边缘各留

1 厘米左右余幅，以便确定连接顺序后相互缀合。 

（六）装帧 
1.残叶 

残叶装帧时曾尝试技术革新。即整页以三桠皮纸补破加固，四周用相同颜色、厚度三桠

皮纸镶接。托三层构皮纸，绷平风干后于中心位置挖裁出适宜大小空白，将残叶连同四周三

桠皮纸粘于纸框背面。取一张构皮纸以同样尺寸挖裁，覆于三桠皮纸背面。此方法修复后的

文献保留了出土时原貌（图 30、图 31）。因入藏时残叶分散于多包文献中，随整理编目工

作推进或涉及进一步缀合、拼接等操作，此法也有利于相应工序。 

  
图30 12-1修复前 图31 12-1修复后 

此方案优点明显，极大程度符合整旧如旧、最少干预、过程可逆的修复原则，且便于后

续修复工作开展。但少批量修复后，弊端也逐渐显现。其一，因三桠皮纸较薄，遇水后伸缩

性与纸框、文献纸张相差较大，极难展平，幅面越大越为明显，影响外观和谐；其二，残叶

边缘多不规整，局部缺损较大，导致文献边缘与纸框间缝隙较大，反复取用时较易破裂。 

经反复研讨，上述方案仅用于 20—40 厘米幅面、缺损较少的文献。幅面较大或破损较

为严重的文献，按“补破”一节所述方法处理后，四周稍留余白裁切压平保存。 
2.卷轴装 

如前文所述，新入藏西夏文献中，卷轴装多已缺失轴心。装帧时根据存藏条件将其分类

处置，幅面小于 60 厘米者，补破裁切后平放。以前述 9-4 为例（修复前图片见图 6），原

轴心极细且已弯曲，不适宜用作文献保存，修复后放入中性纸托制的信封平放（图 32、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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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9-4 修复后 图 33 信封 

幅面大于 60 厘米者，根据现有存藏条件无法平放保存，修复方案参考敦煌遗书。主要

修复工序完成后，订制 2 厘米直径的木轴作为轴心。文献下方衬一张皮纸，天地大于文献边

缘各 1 厘米，卷首尾各留出 10 厘米余白，卷尾余白卷于木轴，继续收卷将皮纸与文献一同

卷于轴心上。卷好后的文献放入木匣存放（图 34、图 35）。 

 
图 34 11-1 修复前 

 

图 35 11-1 修复后 

3.经折装 

如前文所述，新入藏西夏文献中，部分经折装或为卷轴装改装而成，且折口位置多处在

文字中间。依据“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应将其原样折回。但经尝试发现，部分书叶因托

纸、加固步骤中粘合剂使用欠妥，加之病害影响，折口位置已变硬发脆。折口处文字已有缺

损，如反复折叠恐再生损伤。出于延长文献寿命，保护文献信息完整的修复目的，将其暂且

平放保存。仍以第 13 包文献为例（修复前图片参见图 7-图 10），部分书叶为两张有字纸张

背面相向托合，修复时将其揭开修补后，清除粘合剂残留，分别平放保存（图 36、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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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第 13 包修复后（正面） 

 
图 37 第 13 包修复后（背面） 

4.其他装帧 

书线尚存的文献，如 11-2 等，不经拆解可直接修复的仍保留其原有装帧（图 13、图 14）。

如必须拆解则仍尽量复原装帧。小册子等以同样原则处理（图 15、图 16）。 

三、主要成果 

（一）修复成果 

截止 2021 年 10 月，已修复完成 84 册件新入藏西夏文献，经验收点校后，归库妥善存

放，数字化等工作已启动。另有 30 余册件已完成修复操作，尚待确认修复效果并制作信封

等装具。5 册件文献因病害严重，装帧形式尤为复杂，修复方案尚在调整完善。因部分残叶、

碎片等有缀合可能，上述数量仅为修复工作初步统计结果，具体文献书目有待进一步整理统

计。 

（二）数据检测 

为提升修复工作的科学性，修复操作前后均依据国家标准，科学检测厚度、白度、酸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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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数据。部分粘连、脆化严重的文献，以及面积过小的残片为保证安全，未进行检测。根

据修复补纸选配需求，抽检部分文献纤维。所得数据不仅为修复操作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

相关科研项目提供了研究数据。 

（三）设备改进 

在各级领导支持，各方宣传及社会资金助力下，新入藏西夏文献的保护修复工作得以高

标准开展，修复条件有了较大提升。用纸选配环节，除使用高品质构皮纸外，派员学习手工

造纸技艺，并自主研发抄纸设备，自制部分修复用纸。工作记录环节，购置部分视频摄录设

备，记录技术关键环节，并委托专业人员拍摄记录视频。 

（四）技艺传承 

通过新老结合的工作模式，一批青年修复师通过此次修复实践快速成长。2020 年 9 月，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国家图书馆选送西夏文献第 13 包参赛，

取得三等奖，该文献的修复操作由青年修复师团队完成。本次修复实践中，运用了古籍修复

技艺、传统书籍装帧技艺、敦煌遗书修复技艺等国家级及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

实现了非遗技艺的生产性保护。 

四、结  语 

国家图书馆新入藏西夏文献因病害情况复杂、装帧形式多样，修复过程颇为繁复，本文

仅择其重点简单阐述。主要修复工作虽已近完成，但随着编目、整理、研究等工作的开展，

修复方案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整改进，后续相关工作有待进一步完成。 

作为近年来国家图书馆重点修复项目之一，新入藏西夏文献的保护修复工作取得了诸多

工作经验，相关成果有待进一步整理总结，修复效果也尚待各方讨论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