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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民国时期文献的保护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

视。像古籍修复保护一样，民国时期文献同样面临着破损修复的

问题。 由于印刷技术、纸张等的不同，对这些文献的修复与古籍

修复应有很大区别。 修复中心通过对清徐县档案馆部分破损民

国档案文献的修复， 为今后大规模民国文献修复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即将启动的“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

划”做了积极的准备。





山西省古籍修复中心主动为清徐县

档案馆修复民国时期档案文献

2011 年 10 月， 清徐县档案局领导一行来到山西省古籍修复中心，

希望中心可以为他们单位珍藏的部分民国档案文献进行修复。这些档案

主要包括清末地契、民国房契以及解放初期的“革命军人立功奖状”等。

由于年代久远，纸张酸化老化程度严重，档案的许多折痕处已全部断裂，

且档案纸张大都属于含杂料较多的麻纸、机器纸或再生纸，不仅含酸多

且纸张正反面都有文字，对它们的修复就更有难度、更具挑战性。省馆领

导及修复中心非常重视此项工作，安排了修复经验丰富的魏清、邢雅梅

两位修复师接手这项工作。 二位修复师在保障文献原始性的前提下，制

定出详细的修复方案，选用脱酸纸进行修复。 以下就几件档案的修复情

况举例说明：

1、同治三年的“白广珍功牌”，50cm×57cm；乾隆十二年和乾隆二十

五年“修水塔合同”二张，50cm×50cm；乾隆三十六年和道光十六年“地

契”二张，60cm×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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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文献纸质相似，因此选择使用了相同的修复方法。 原件都属

于含杂料较多的麻纸，缺损部位较多，断裂比较严重，必须用小镊子将断

裂部位细致小心地拼接，使拼接的部位达到“严丝合缝”。 之后再选择染

色后的构皮纸将其相连，使缺失部分在修补后与其他部分的厚薄尽量相

同，最后将原件整托一张 7.8g 马尼拉皮纸，这样可以确保细小裂纹不轻

易再扩大，同时又能加固原件本身。

2、“革命军人立功奖状”二张，50cm×50cm。这两个原件分别颁发于

1953 年和 1954 年，这个时期的纸质大都属于机器纸或再生纸，纸质酸

性大，极易发黄脆化。 由于断裂程度较大，原件曾用透明胶带做过连接，

且正反都有文字，为修复增加了难度。 修复时先将原有的透明胶带纸去

掉，再将断裂的部位细致拼接后用韧性好的皮纸将其连接，有字的部位

尽量避开后再做连接。

3

- -



修复完成后，清徐县档案局对中心的修复结果非常满意，特意向省

馆办公室送来感谢信并向中心赠送“顶级修复技艺，再现古档原貌”锦旗

一个。

目前，民国时期文献的保护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像古

籍修复保护一样，民国时期文献同样面临着破损修复的问题。 由于印刷

技术、纸张等的不同，对这些文献的修复与古籍修复应有很大区别。修复

为了使修复后的档案文献能科学保存，尽量减少原件折叠，修复人

员还为所有档案制作了纸夹， 每份档案之间以单宣相隔后放入纸夹保

管，避免了档案之间的污染和相互磨损。

3、“龙凤贴”一张，20cm×80cm，书于民国时期，原件为红色单宣，断

裂严重，修复的难点在于如何避免跑色及跑墨现象，也就是要把握浆糊

的厚薄与水分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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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通过对清徐县档案馆部分破损民国档案文献的修复，为今后大规模

民国文献修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即将启动的“民

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做了积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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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省委宣传部、 文化厅、 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财政厅、 教育厅、 科技厅、 民族事务委员会、 新闻出版局、 宗教

事务局、 文物局， 财政厅教科文处， 文化厅办公室、 人事处、 社文处、 计财处

送： 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

发： 省内各古籍保护试点单位、 基层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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