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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本《海山仙馆藏真帖》修复案例

 葛瑞华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拓本《海山仙馆藏真帖》的修复是在 2019年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法帖修复技艺传习专项

研修班上完成的。此拓本为线装，修复过程与普通古籍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现

如实记述，可作为线装拓本修复的一个参考。

一、基本概况及修复方案的确定

拓本《海山仙馆藏真帖》，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初拓本，墨色黝黑明亮，线装，

现藏国家图书馆。原刻十六卷，清道光二十七年摹刻；《续刻》十六卷，道光二十九年摹刻；

《三刻》十六卷，咸丰七年（1857）摹刻；皆广东番禺潘仕成摹勒。帖名篆书，不刻卷数。

每册刻有“道光某年岁在某某番禺潘氏海山仙馆摹勒上石”篆书三行。三帖刻自唐宋至明清

名人书，内容庞大，但鉴别不精。张氏《法帖提要》云：“此帖汰去赝书与庸笔，宋元真迹，

十卷可毕，徒侈弆藏之富奚益乎。”三刻为明清人书。潘仕成收藏金石器物甚富，为粤东第

一，另刻有《海山仙馆汇帖》六十五卷，《海山仙馆丛书》一百六十一卷。

此次修复的《海山仙馆藏真帖》为第八册，四眼线装，书叶计 26 叶，前后护叶各 1.5

叶。此册书尺寸为：宽 17.0厘米，高 31.0厘米，厚 0.9厘米；单张书叶规格为：宽 17.0厘

米，高 31.0厘米，厚 0.04毫米；另，衬纸、护叶厚度 0.11毫米；书签厚度 0.04毫米。书叶

材质为竹纸，衬纸、护叶均为竹纸混料，前后书皮为蜡笺。此书册主要病害为虫蛀，集中在

书叶中间，书口下端；书口被衬纸部分顶开；书签下部破损，且已脱落，夹于书叶间。

在确定此册书的修复方案时，需要与同函其他几册保持一致。同函几册书的破损情况基

本相同，主要破损现象均为虫蛀。故确定修复方案为：书叶修补；衬叶较厚，为保持修复后

的平整度，考虑衬叶只修补半叶；原痕迹折回；书皮修补后加托一层，修补书签贴于书皮上，

重新装订。

本书的修复难点一是选配修复用纸，二是书叶修补后的折回问题。因为此书为拓本，呈

现出来的是墨色黝黑明亮的纸张状态，所以在选配修复用纸时要与此特点相符。如何使修复

更和谐，就需要选用材质、颜色、厚度与原书叶最相似的纸张。由于墨色纸张和原色纸张处

均有虫蛀破损，故需要分别准备两种修复用纸和两种溜口纸，以及书皮补纸。原书叶衬纸较

厚且有破损，修补过程中的用水等操作会直接影响回折后书口的平整，且原书叶与衬纸厚度

相差较大，要注意折后书叶书口与衬纸书口和谐熨帖。具体操作步骤见下述。

二、修复操作步骤

（一）准备修补用纸。根据此书的破损情况，所需修补纸为七种。书叶修补用纸两种：

原书叶为竹纸，修补书叶用纸为竹宣，厚度与原书叶同，皆为 0.04毫米。原书叶边缘部分

仍为近白色，故竹宣需使用近白色（原色）竹宣和拓黑后的竹宣，计两种。溜口纸两种：选

用桑皮纸，厚度为 0.03毫米，仍需拓黑和原色两种。衬纸修补纸一种：衬纸为竹纸，故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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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修补用纸为竹纸，厚度为 0.11毫米。书皮补纸，书皮为黄色，且折叠区域较多，所以考

虑修补书皮时用原书皮折叠区域的多余部分，这样可保持颜色、厚度、材质一致。书皮较软，

为能更好地保护书芯，需托一层皮纸使之更加坚固，故需准备托书皮所用皮纸。修复所需拓

黑补纸需自行准备：将所选不同材质的补纸按照碑帖拓印的方法在石碑边缘无字处、侧面或

背面拓印，位置的选择主要以拓印后纸张所呈现出的墨色、纹路与原书叶的相似度为准。将

拓黑后的补纸包裹两三层宣纸，再整体包裹两条浅色毛巾，再包裹两三层宣纸，再次整体包

裹毛巾，放置蒸笼里水开后蒸 30分钟，晾干后备用。多层包裹宣纸和毛巾是为了保证水蒸

气透入的同时防止凝聚成水珠透到拓印纸里去。

（二）拆书。由于装订线非原装，可考虑与同一函册其余几册一并剪断订线。

（三）书叶修补。此书为法帖，字口有深浅，在修复时要保证字口不能变形，故只能使

用干补的方法修补，且浆糊要略稠一些，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变形。在修复时，可以将浆

糊涂在补纸上，将涂过浆糊的补纸在吸水纸上吸一下潮，将大部分水撤去，再补在书叶上。

黑色书叶修补时不易看出破损的位置，可借助于透光板修补，以提高准确度。书口部分断裂，

故在修补时要根据实际破损处、接近断裂处溜口或者全书口溜口，溜口纸的宽度约为 2.5—

3.5毫米。可用针锥依尺划痕，用手扯下来可用，这样边缘为毛边，搭接时搭口的过渡更自

然，使用时能更好地贴附在书叶上。

（四）衬纸修补。衬纸的修补方法，请教了国家图书馆修复专家朱振彬老师，朱老师建

议只补半叶。因衬纸较厚（衬纸厚度为 0.11毫米，书叶厚度为 0.04毫米，几近三倍之差），

如果整张护叶破损处全修补可能会使修补搭口处凸起，造成书叶不平，故修补时只修补半张

护叶，另半叶仍保持破损状态，即只对一张护叶的左半面或右半面的破损部位进行修补；护

叶因显露在外，故全部修补。在修补过程中，还要注意及时调整修补位置，可以修补几叶后

触摸各个部位，检查书叶的平整度，如有问题再调整。衬纸的修补要紧跟书叶修补，即修完

书叶后立即修补其衬纸，而不是修完所有书叶后再修所有衬叶。也可以将衬纸和书叶看成一

个整体书叶，先补修半叶书叶和其衬纸，再修补另一半书叶。这样操作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

书叶和衬纸整体操作的一致性，使书叶和护叶的贴合度更高。

图 1 书叶破损前 图 2 书叶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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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护叶修复前 图 4 护叶修复后

（五）折叶。因为书叶薄而衬纸厚，要使还原度高就须修补即折，即书叶和衬纸修补后

立即原样折回。

（六）润潮压平。拓本修复保持字口不变形是第一要务。故修补完以后的压平要慎重，

为减少形变，考虑间接给水。具体做法是：将少量水雾喷在两张吸水纸上，将修补好的书叶

置于其上，再少量水雾状喷在另两张吸水纸上，上下压板，板上压大理石。修补完一叶书叶

和其衬纸就润潮压平。所有书叶及其衬纸修补完、润潮压平后仍须用大理石整体压平。

图 5 书叶和护叶修补后间接给水压平 图 6 书皮修补后托裱

（七）书皮修补。书皮修补时用原书皮折叠部分的部分

区域做补纸。由于折叠部分在内，保护较好，并未受损，颜

色较新，在修补时可以用橡皮稍微擦一擦使颜色略发白更接

近书皮破损周边颜色，尽可能和谐一致。由于书皮纸强度不

高，书皮修补后托一层皮纸加固，上墙绷平。

（八）书签修补。书签破损处用拓黑后的竹宣修补，修

补后用皮纸托一层加固。为防止跑墨，使用搭托的方法，即

将浆糊刷在托纸上，刷过浆糊的托纸背面用吸水纸撤潮，吸

出多余的水，再搭托在书签上。上墙绷平。

（九）锤书口。由于书口断裂，溜口修补后书口处略高

出了一些，需要用锤子锤平。具体方法为书册放在石头上， 图 7 书签修补后托裱上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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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口保持垂直，可以几叶一锤。锤平时，书叶上下均须垫一张平整的吸水纸，避免锤子直接

接触到书叶，并且注意要边锤边用手按压书叶，随时调整锤平加力的位置。

（十）装订书芯。将压好的书叶，边缘找齐，准备装订。装订时需使用撤下来的原书捻。

书捻装订在整张护叶的半叶和半叶之间，这样更有利于保护书芯和书皮。

上书皮。书皮在上墙后尺寸会有些改变，书眼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化，在上书皮的时候所依据

的是书眼，那么在选择的时候需要尽量都合适，要保证缝线后不能露眼。折痕依然根据原折

痕，书口比齐后，将多余的天头、地脚裁掉，书背处多余部分用剪刀剪去，或者用刀裁也可

以。

（十一）订线。原眼订线。线的材质、粗细、颜色要跟原来的装订线一致。

（十二）贴签。由于原签条脱落，在贴签时需要根据签条的位置痕迹以及参考另外书册

的贴签位置贴签。贴签后仍需上下夹板给小压力压平书签。

图 8 整册修复前外观图

三、拓本《海山仙馆藏真帖》修复实践思考

通过此次修复实践，可知拓本的修复与普通古籍的修复不尽相同，这主要是由拓本本身

的特点所致。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干补的修复方法以及水量的控制。拓本在修复时，首要考虑的是修复过程中不能

使拓印的字口发生变形，这就必定要选择干补的方法，且需控制好水量。上面修补书叶的操

作中，将浆糊涂抹在补纸上再在吸水纸上撤水即为减少水量的做法。

（二）修复时补纸的颜色问题。拓本书叶通常只有字口为白色，其余为墨色，何处用墨

色，何处用本色，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看。一般来说，墨色书叶破损处无字口，需用墨色；

墨色书叶破损处有字口，需用本色；墨色书叶破损处为印章，印章补纸一般用本色；书叶书

口破损，补纸颜色与原书口颜色一致。补纸的性质与厚度同普通古籍的补纸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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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补后的压平问题。少给水是关键，可以用间接给水的办法，即将水喷在吸水纸

上，将书叶放置在潮湿的吸水纸之间，再放置在压书板中。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此本《海山

仙馆藏真帖》原书叶有褶皱现象，疑为拓印时所致，这种褶皱无需处理，以免字口发生变形。

此书原书叶加衬纸，在修复时可将衬纸和书叶看做一个整体，整体修补，即修补半叶书叶、

半叶衬纸，再修补另半叶书叶、另半叶衬纸（此书衬纸太厚只修补半叶）；整体喷水、压平，

这样书叶和衬纸的同时操作，可以减少伸缩误差，回位更精准。

拓本的成书形式不止有线装，还有经折装、册页装、剪贴本等，修复方法各不相同。此

次讨论的为线装拓本的修复案例，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图 9 整册修复后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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