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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敦煌遗书历经千年，许多卷子已经破损严重，修复保护敦煌卷子，必须要研究物件

的时代特性、材料特点，及破损的特殊性，制订出行之有效的修复方案，确保修复的科学性和

准确性。 

    
我国传统的古籍修复方法是用来保护与抢救破损纸质文献的一项重技术，远在我国古代就

有人注意和重视这一点。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中就把修复书籍的方法记录下来，

供后人学习运用。事实证明，中国的古籍能够流传至今，与古籍修复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从

这点可以看到，中国的古籍修复方法是科学的、实用的方法，是前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的

丰富经验，并且总结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和修复技艺，对中国的古籍保护做出了较

大的贡献。 

    本文试从对敦煌遗书的修复谈一点肤浅的认识。 

    敦煌遗书则是指藏经洞所出 5世纪到 11 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自从王道士于

1900 年农历 5 月 26 日发现以后，就不断遭受到被贩卖流失之痛（厄运）。这些敦煌文献流出海

外，散到了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公私图书馆、博物馆中，还有部分藏在我国的图书

馆和博物馆中，另有为数不明的卷子在某些私人手上秘藏和倒卖，文献的总数约有 59000 号左

右。比较而言，现存在英国的卷子最多而又最长，存在法国的卷子最精而又最广，存在俄国的

（俄罗斯）卷子最杂而又最碎（残片占主体），存在日本的卷子情况十分复杂、数量难以统计。

据有关《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和其它私人藏卷数量估计，日本所藏遗书的总数约有千卷左右。

藏在中国本土的卷子以国家图书馆藏品为主，共收藏了 15000 多卷。其它就是博物馆、图书馆、

大学、寺院也有少量的收藏，私人藏卷的具体情况就更扑朔迷离了。 

    敦煌文献的内容十分丰富多彩，灿烂辉煌、举世无双，包括全部敦煌文献的语言学、文学、

民俗学、史学、地理学和传统的经、史、子、集及大量的宗教文献。但是这些敦煌遗书有相当

数量的破损及不少碎片。为了保护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延缓其寿命，古籍修复工作者应

担负起历史的重任，承担起修复保护历史文献的义务。早在中国的古代，人们就把从事古籍修

复的人，比作是书籍的医生，把修复古籍看成是给书籍治病。明人周嘉胄著《装潢志》一文中

说道：“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

善随剂而毙。”这段话意思是说，前代的书画，经过许多朝代的流传保存至今，没有不残破脱落

的，如果想重新裱禙，改换装潢，就象患了重病去请医生医治一样，医生的医术高明，就能随

手药到病除，迅速恢复健康。医生无能，病人服了药会误事死亡。这里说的就是古籍修复人员

的素质对古籍修复工作的重要性。古籍修复人员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认真地从事

这项工作，才能把我国传统的独特的修复技艺发扬光大，使破烂不堪的古籍经修复后，改变破

损的情况，基本恢复本来的面貌，使之得到保护继续流传后世。 

    修复敦煌卷子，首先要研究敦煌卷子的特性、材料、制作过程，才能制订修复方案。 

    一.前期研究与修复方案的制订 

    敦煌遗书能够流传到今天，其中关键的一点，与古人用科学方法制作和保护分不开的。我

国古代劳动人民不仅创造了书籍，而且知道如何保护书籍，保护书籍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

一是对制作书籍选择最佳特性的材料，二是懂得书籍保护的条件，防止物理、化学及生物等方

面对书籍的损坏。 

（1）手工造纸 

    中国古代的书籍材料，主要是传统的手工纸，古人一般首先是挑选好的原料。因为材料不

佳往往是损害书籍的内在原因。汉代至宋代书籍用纸，主要是以麻纸为主，其次是皮纸和藤纸，

原料多用大麻和苎麻。东汉时期的蔡侯纸就是麻纸。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用皮纸或藤纸，但麻



纸仍占主要地位，当时的一些有名的文学家、书画家都用这种纸写字、作画。敦煌石窟晋代的

写经纸基本上是用麻纸。唐代麻纸已发展为全盛时期，官府抄书用纸主要是麻纸，其次是藤纸。

用时敦煌石窟经纸和新疆出土的唐纸亦大都是麻纸，并发展为白麻纸、黄麻纸以及五色麻纸等

好几种。白麻纸正面洁白而光润，背面略显粗糙，质地细薄，坚韧耐久不生虫。黄麻纸色稍黄，

性能与白麻纸相同，都是韧皮纤维，含纤维素在 60-83%之间，纤维长达 120-180 毫米，是纤维

最长的一种造纸原料，纤维长度比宽度约大 950-1230 倍，由于韧皮纤维很长，因此造出来的纸

很坚韧。尽管手工纸制作的过程中，加进石灰、硷等物质，但经反复洗涤后，残留在纸中破坏

纤维的有害化学物质是很少的。因此纸张就能耐久、耐磨、坚固。从流传下来的敦煌卷子来看，

古人对制书的材料是非常重视的，卷子经过 1000 多年的漫长岁月，纸张除人为损坏之外大都尚

好，这就是敦煌遗书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2）药物浸染纸 

    早在汉魏时，人们就知道用黄蘖汁染纸避蠹。二世纪时，我国劳动人民就总结出用“染纸”

的方法来加固纸张。东晋葛洪（公元 281-341 年）对医学炼丹有研究，在《抱扑子》一书中就

讲到用黄蘖汁染纸灭虫卵，防止书籍被虫蛀。并试验用黄蘖汁浸染麻纸，制成了一种黄或淡黄

色的黄麻纸，使这一方法很快推广应用。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也表述了“染黄及治书

法”。据《洞天清禄集》一文中曰：“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蘖，取其避蠹。以其纸加浆，

泽莹而滑，故善书者多取以作字。” 

    从我馆所藏的敦煌卷子看，染黄确实起到了作用，卷子现存千年了，没有发现虫蛀蚀的痕

迹，可见古人利用黄蘖汁染纸的方法是极其有效的，其作用在黄蘖中含有生物碱。抗菌有效成

分为小蘖碱（黄连素，具有杀虫卵的作用。），笔者对本馆所藏经卷再三观察，未曾发现虫蛀的

现象，这也是敦煌卷子能够流存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3）粘接 

    我馆收藏的唐写本《妙法莲华经卷三》残卷全长 107.4 厘米，宽 24.6 厘米，字迹清晰，书

写工整，保存的内容是“妙法莲华经劝告持品第十三”至“我当善说法，颠佛安隐住”，后残，

共 66 行，计 1493 字，由 3 张黄经粘接而成，所用糊剂粘结力强，至今未脱落，虫不蛀。元代

《秘书监志》制糊清单中，记载有白芨（含强粘性）、白矾（防腐）、黄腊（防湿）、藜芦（杀虫）、

茅香、藿香（驱虫）、皂角（防鼠、虫）等药物，均有利于图书的保护。元末明初陶宗仪的《南

村辍耕录》文中“粘接纸缝法”说用楮树汁、飞面、白芨末三物调和如糊，以之粘接缝，永不

脱解，故如胶漆之坚。笔者认为古人以楮汁、小粉、白芨三者混合的粘结糊剂不仅粘性大，而

且能防蛀。从我馆收藏的敦煌卷子中看粘接缝宽度为 1 毫米，除了有些个别经卷的接缝磨损外，

其余各经卷的接缝都牢固不脱，接缝处也没有发现一例虫蛀现象，表明古时制作的糊剂性能良

好，更进一步地说明了传统浆糊所用的材料特点是面粉、水加植物性或矿物性天然药物，使之

起着防虫防腐的作用。 

    （4）残破的原因 

        我馆所藏的敦煌遗书都以残缺不全的为多，有的卷子首残尾全，有的卷子首全尾残，

有的卷子首尾均残；有的卷面有污痕，有的卷面硬化、破损，有的卷子呈现有规律性的残破。

这些遗书的残破情况具体原因不详，但究其原因不外乎于两种因素：即人为的损坏和自然的侵

蚀。纵观敦煌遗书所遭到的“厄运”，损坏的原因属于人为因素的：包括人类在使用、废弃、埋

藏过程中所留在遗书上的各种遗痕（如折损、磨损、撕损）；损坏原因属于自然因素、环境影响

的：如水浸，或严重受潮引起的霉变等，使敦煌遗书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损坏。通过认真地分析

研究，保护的措施，唯独有传统的修复保护技术最符合延长敦煌遗书的寿命，并对敦煌卷子修

复后有着科学性和准确性的保证。 

    （5）修复计划的制订 

    在综合以上各类信息的基础上，便可制订出针对性的计划。 

    二、修复过程 

    1.建立修复档案 

    修复时利用计算机建立一个专门的数据库，记录修复敦煌遗书的编号、书名、年代、纸张

数量等，还有各卷的内容起讫，以便修复后的核对。还需记录卷中详细的破损情况，并对卷子

进行拍照，以及所采用的修复方案。 

    2.确定修复方案 

    单一的破损：如敦煌卷子《妙法莲华经卷四》只是首尾残破，就以单一的方法修复。当一



件卷子有水痕、糟朽、严重磨损、折痕并存时，就要区分出破损的主要方面及次要方面，以多

种修复方法区别对待，交替使用。如敦煌卷子《大般涅槃经卷五》全卷严重残破，存在多种破

损的情况，修复时就需要考虑实行方法的先后次序，并相互协调以保证修复后的整体形象。 

    3.染纸 

    敦煌遗书佛经大部分是用黄纸写的，年代这么久远了，没有发现被虫蛀蚀的痕迹，可见“潢

纸”这一方法是极其有效的。修补时用白色纸补黄经卷是极不协调的。修补用纸必须染色，染

色的原料有两种：一是天然料，二是人造染料。敦煌遗书的染色不能采用人造染料，要用天然

染料。天然染料是取自自然界现成的有色物质，例如：从某些植物的根、茎、叶及果实中提取

出来的黄色、褐色等，叫做植物性染料。从动物的驱体内提取出来的胭脂红等，叫做动物性染

料。这些天然染料发现很早，应用的染色牢固度有着不够理想的缺点。但天然染料一般能直接

溶于水或通过简单熬煮处理溶于水，对纤维植物有一种结合能力，再加入少量的矾胶，纸张染

后就具有一定的坚牢度。而人造染料同样能浸于水，但染料中要加入一些助剂，如：促染剂、

扩散剂、助溶剂等。因此，人造染料的成分与传统的染纸成分是不相匹配的，就不能使用人造

染料来染制仿古纸修补敦煌卷子。只能取天然植物黄蘖和橡碗子熬汁染纸，使染出的纸与敦煌

遗书纸色相近与协调，同时与敦煌遗书原始材料有兼容性。此外，选用的修复材料绝对是不能

改变或破坏敦煌遗书的，否则“宁存故物”。 

    4.清除污痕 

    敦煌遗书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与使用，难免会存上一些痕迹。这些污痕对卷子会有影响。

修补前得进行清洁。清洁的方式有清洗和清除，无论是清洗还是清除，这只是修复过程中的第

一步，也是最基础最关键的步骤。将影响卷面美观的一些物质，用清洗或清除的方式去除。清

洗时选择的材料要有针对性，不同的污迹和不同病变要有所区别，使卷子得到更加稳定和更加

安全的保护。但要注意的是在清洗或清除时，要视卷面的情况而定，能较轻易清除的部分，可

以进行清洗或剔除。不易清洗或清除后影响卷面整体部分的，那就应该保留原样，绝不可以损

伤卷面上的文字。 

    5.修复加固 

    对于那些损坏的书籍修复技术内容和方法很多。目前在国内外，有用塑胶薄膜进行修复加

固的，也有用纸浆修复加固的，还有用丝网修复加固的，更有用机械修复加固的。而我国传统

的修裱技术和修补技术，都是用来保护与抢救破损纸质文献的一项重要技术，至今已流传了 1600

多年了，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园地中的独特工艺，在保护珍贵历史文献方面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尽管传统的修裱与修补技术都具有许多特点，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但也不可

避免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因此，采用何种方法对修复遗书最具有“整旧如旧”的原则，

最可能恢复原有的风貌。笔者进行了研究和比较，认为采用传统的修补方法比较符合卷子的存

藏。因为修补方法是按形修补的，修补时浆水用的少，只要在损处均匀地涂抹稀浆糊，按形撕

去多余补纸。一些撕裂或折裂处可用连口法修补，残损的边缘又可用拼撞法沾糊连接。以上修

补方法不同于修裱方法，修裱的方法是用整张纸裱于卷子背面，修裱后又厚、又硬、又挺，不

便于收卷，而修补法是用少量的补纸，修后柔软，便于收卷、展阅，仍然能保持敦煌遗书原有

面貌，并得到完整的加固。 

    总之，历经千余年的敦煌文献流存至今，实属不易。它记录了中古时代中华文化的发展、

传播与交流的历史，其本身具有文物价值，这些对我们研究古代造纸和印刷术具有资讯价值，

对文献学和书法史的研究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随着人们对古籍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修复技术的不断进步，研究和保护祖先留下的遗迹，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让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造福于现代社会，造福于子孙后代，这更是我们

修复工作者应尽的义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让流存海外的国宝回归也是我们全国人

民的共同心愿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