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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敦煌遗书修复四原则是在赵万里、冀淑英等馆内老专家的倡导下，

经过善本部修整组多位同志的长期实践，由方广锠先生加以系统总结和归纳形成

的。“修复四原则”长期以来成为指导敦煌遗书乃至古籍善本修复的重要原则，

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并逐渐为英法等世界发达国家修复敦煌遗书时所效法。在

2001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敦煌遗书修复与保护座谈会上，英、法、俄、中等国

修复专家对“修复四原则”给予一致肯定，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本刊重新刊载方广锠先生的文章，并对座谈会情况进行详细报道。 

 

 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所藏敦煌遗书十分珍视，将它与《赵城金藏》、《永乐大

典》、《四库全书》并列，称为“四大镇库之宝”。但敦煌遗书是被废弃的古代遗

书，大多残破不全，若不修复则无法

编目、拍摄及提供阅览。 

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敦煌遗书的修

复亦极其重视，极其谨慎。除了曾经

对个别实在残破的经卷作过简单的技

术处理，对个别经卷作过装裱外。直

到九十年代，基本上没有对这些遗书

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复。主要原因是没

有找到比较科学的修复方法，因此宁肯让它原封不动，也不草率处理。八十年代，

中国国家图书馆曾经计划开展这项工作，为此先用几个经卷作试验。方法仍是传

统的托裱。但修复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停顿下来。 

 九十年代以来，与国外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充分考察了国外修复敦煌遗书

的经验与教训以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与善本部图书修整组经过反复讨论，

制定了自己独特的修整方案。该方案的基本内容是： 

（—）在指导思想上，严格贯彻“整旧如旧”的方针，尽可能保持遗书原貌。



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

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是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

的原貌。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

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

变。 

（二）在修复方法上，坚决屏弃传统的通卷托裱，采取对原卷的保存现状与

残破现状作具体分析，区别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的原则，妥善处理“保护”

与“使用”这一对矛盾。做到既充分保证原卷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再损坏，以

保障研究者的使用与保管者的管理；又尽量少修，尽量保持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卷

子原状，尽量保留原卷的各种研究信息。 

（三）在外观效果上，要求修复时附加的裱补纸与原卷必须有明显的区别，

从而避免因修复工作而干扰原卷固有的研究信息。 

（四）在保留处理上，要求修复工作本身是可逆的。即现在的修复不会对原

卷形态造成任何不可逆转的变化。将来如果有更好的修复技术出现，便可以清除

目前的修复状态，恢复原状。也就是说，现在的修复不会对原卷造成任何损害，

如有必要，随时可以改用更为先进的技术，以更好地保护这些遗书。 

上述修复原则与方法的提出，在世界范围的敦煌遗书修复工作中还是第—

次。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图书修整组的努力下，上述原则得到较好的贯彻。图书

修整组由此所展开的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可用“多快好省”四个字来评价。从

而使大批本来已经无法上手的残破经卷获得新生，能够从此为研究者所使用。目

前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曾称“纸寿千年”。敦煌遗书发现的本身已经

突破了千年。藏经洞开启至今已有百年，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现状

看，其形态与开启之初相比，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可以预期，这批敦煌遗书将

在人们精心的保护下，子子孙孙永远留存下去。 

 

 

         （本文摘录于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所写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