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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召开 70册件馆藏珍贵纸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验收会

 宋晶 宋玥 胡泊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023 年 4 月 17 日上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资助国家

图书馆 70 册件馆藏珍贵纸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验收会在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室召开。

图 1 验收会现场

验收会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沛主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王红蕾、字节跳动公益古籍项目负责人徐家瀛出席，徐建华、王

辛敬、张平、万群、张美芳等文献修复领域专家对此次修复的藏品进行考察验收。

2021 年 6 月 17 日，国家图书馆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签署协议，由“中国文保基金会

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首期投入人民币 1000 万元定向资助中华珍贵古籍修复和专业

人才培养、古籍活化与数字化等项目。

为积极响应国家文化公园、“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等国家文化战略建设，

经专家组认真讨论，最终选择将古籍、舆图、样式雷、拓片四类共计 70 册件藏品列入本次

修复计划。其中包括国家图书馆重点藏品、明嘉靖内府抄本《永乐大典》1 册，清康熙抄本

《大清律例附例》2 册；长江、黄河和运河相关主题舆图 24 件；世界记忆遗产样式雷 29 件；

文明溯源、古文字工程密切相关名家递藏精拓本 14 件，均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艺术价值

和文物价值。此 70 册件藏品中，大多存在较为严重的纸张糟朽、断裂、虫蛀、原装帧损坏

脱落等问题，对展阅、数字化等后续研究和保存均有很大影响，亟需进行抢救性保护修复。

项目组分别对每类藏品制定了具体的修复方案，修复时坚持“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

对原有装帧形式和材料尽量保存，对原制作工艺尽可能还原。在采取新老结合工作模式的同

时，尝试由多名年轻修复师承担重要修复任务，依靠其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背景，同步开展

科学分析、材料研发、模拟实验等工作，实现了传统技术与现代科技的有效结合。特别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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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永乐大典》“湖”字册的修复工作在科学化、精准化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获得了与

会专家的一致好评。

图 2 修复前《永乐大典》前后书衣

面板脱落，书脊完全缺失

图 3 修复前《永乐大典》书衣内层纸板严重分层空

壳，丝绢面料严重缺损

本次《永乐大典》书芯的修复参考了之前成功修复的经验，在不拆除原装帧的前提下，

对书叶进行“掏补”修复。

图 4 修复人员采用“掏补法”对书叶折

口缺损部位进行修补

图 5 修复人员自行织造的修补用绢（右）与

《永乐大典》书衣用绢（左）效果对比

与此前不同的是，修复前对书叶用纸进行了纤维分析检测，据此从库存老纸中选择成分

配比和颜色均相近的纸张作为补纸。此外，本次在书衣的修复上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不再

局限于选购相近绢料用于修补，本次修复对《永乐大典》书衣用绢的绢丝粗细、密度等数据

进行了准确测量，并经反复多次实验复原织造出与原件相似的绢质样品，再据此定制新绢。

为使新绢在色彩上接近原件，修

复人员参考了《明会典》中记载的黄

色染料，再结合明代其他文献中的相

关记述，辅助对书衣的分析检测结果，

选择当时最有可能使用的传统植物染

料对其染色并老化，再经锤制、全色

等步骤，最终得到适合修复原件的补

绢。在修复过程中，又借助体式显微

镜等仪器设备对接口处的每根绢丝梳

理调整，以实现最好的修复效果。
图 6 染色后对绢料锤制加工

这种绫绢仿制技术还被应用于本项目中《大清律例附例》书衣修复用绫的制作中，同时

也为此后绫绢类藏品的修复工作开拓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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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绫绢仿制技术还被应用于本项目中《大清律例附例》书衣修复用绫的制作中，同时

也为此后绫绢类藏品的修复工作开拓了新的思路。

图 7 修复人员借助体视显微镜等仪器设备修补破损书衣并对绢丝进行逐根拼接

图 8 《永乐大典》修复后外观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王红蕾分别对本项目的发

起背景、项目意义、修复过程等，以及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合作模式做简要介绍。字节跳

动公益古籍项目负责人徐家瀛也就社会力量对古籍修复事业的参与和支持发表看法，并对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对项目的支持和推动表示感谢。

图 9 古籍馆馆长陈红彦作项目介绍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组长胡泊做结项汇报，以图文结合形式汇报为每种藏品设

计的修复方案，特别对多件重点藏品做详细案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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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华等专家认真听取工作汇报，现场查看修复后文献，高度认可了此次修复项目成果，

并展开了专业点评。

图 10 评审专家对舆图修复进行点评 图 11 评审专家对拓片修复进行点评

图 12 评审专家对藏品修复效果进行了

现场勘验，并对具体修复技法、材料、设

备等各自关心的问题与修复人员展开交流

图 13 评审专家就相关问题提出质询，项目

组逐一进行解答

故宫博物院书画修复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徐建华认为，本次修复工

作中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的结合紧密，在绫绢仿织、复原染色、纸张和丝织品的应用等诸多

方面都实现了科技手段的合理运用和多学科人才的充分调动配合。同时修复过程中还坚持了

最小干预和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原材料尽可能保留并再次应用，为日后对藏品材料、装潢

等方面的研究和鉴定保留了珍贵信息。此外，为保留原装裱材料的裱轴拓片加装通天边等操

作，也是对藏品做出了很好的保护措施。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湖北传习所传习导师张平高度认可此次修复

效果，认为较之 2002 年国家图书馆开展的《永乐大典》修复工作，本次修复在材料仿制等

方面取得了重要进步，并实现了更为协调平整的整体效果。《大清律例附例》的书衣修复也

突破了传统绫绢书衣多用纸补的局限，更加体现了修旧如旧的修复理念。

荣宝斋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辛敬表示，此次修复

的裱轴拓片对修旧如旧理念的执行效果很好，在尽可能保留原装裱材料的同时，还能实现较

好的平整度和柔软度。另外修复过程中很多科技手段和仪器设备的投入，也弥补了传统人工

操作主观判断的不足，为修复工作的科学化发展做出了表率。

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档案学会档案保护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张美芳对修复团队的默契合作

给予肯定，认为本次修复充分展现了国家图书馆修复队伍的风采，体现了传统修复和现代科

技的完美结合，成功地通过科学分析手段配合完成了一些挑战性技法在修复实践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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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项目中新老结合，并尝试以年轻修复师担当重任的模式是修复领域传承机制的优秀范

例。

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天津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万群建议将本次修复成果作为案

例向全国修复中心推广分享。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总结本次验收会，认为此次修复工作中各方力量配合，多

学科合作，特别是科学技术手段的成功应用，为古籍文献修复拓展了合作模式，推进了科学

化发展。同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沛对本项目的成果发布和相关研究结集出

版工作的初步规划向专家做了介绍。

图 14 验收会评审专家与项目组成员合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进一步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事业，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是古籍修

复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此次 70 册件馆藏珍贵纸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的顺利完成，有赖

于社会力量的鼎力支持，更是古籍修复中现代科技与传统技术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不仅为未

来的修复工作开拓了新的思路，也为古籍修复的人才培养和代际传承提供了参考模式。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进一步推进本次修复成果和修复经验的发布与推广，

推动国家古籍修复事业的科学化发展和高水平修复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图 15 《大清律例附例》修复前破损情况 图 16 《大清律例附例》修复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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