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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用纸看“材质” 

易晓辉 

在古籍保护和修复工作当中，纸张的使用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

各种保护用纸、修复用纸、包装用纸、复制用纸等等。在选用这些纸张时，除了

需要具备优良的使用性能之外，材质的适配性、安全性、耐久性往往成为首要考

量的指标，而且施用的文献对象越珍贵，这方面的重要性就越突出，对相关指标

的要求也就越严格。对于纸张来说，造纸所用原料的种类和工艺往往决定了纸张

材质的基本属性、安全性和耐久性，不同材质的纸张性质差异明显，选用时需更

加考究。 

与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各类纸张不同，纸质古籍所用纸张一般由某些特定植物

的韧皮纤维或竹纤维为原料经传统手工抄纸工艺制造而成，不同于现代机械工业

造纸所用木材的木质部纤维。这种原料材质和制造工艺上的不同造成了古纸与今

纸在性质上的巨大差异，因而在对待这些如今已经有些“另类”的纸质古籍时，

必须对这种差异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对保护和修复当中所用不同种类的纸张要

视其用途和用法做出科学的鉴别和选择。尤其是像修复用纸这类关乎到古籍纸张

保存寿命的纸张，其材质的选择应更加谨慎，必须充分考虑所用纸张与被修复古

籍纸张的适配性，以及修复用纸的安全性和耐久性。实际工作中一般选用古纸或

者依古法生产的手工纸，就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这类手工纸按传统工艺生产，

纤维本身的强度得到很好的保留，成纸的各项理化性质跟古代纸张较为接近，安

全性和耐久性都有一定保障。 

对于古籍保护和修复用纸的谨慎选择还跟当前传统手工纸的市场环境有关。

由于近年来书画用纸市场的快速发展，各种廉价的低端手工纸充斥市场。以宣纸

为例，中国造纸协会在 2012 年曾做过统计，安徽泾县地区当年宣纸的产量为 700

吨左右，而以宣纸为名的各类书画纸的产量却超过 7000 吨。这些书画纸往往以

廉价的龙须草浆板、木浆浆板甚至是废纸浆为原料生产，纸张的性能跟正宗宣纸

无法比拟。由于这类书画纸在外观和质感上跟真宣纸极其相似，足可以假乱真，

不借助专业仪器很难有效分辨，这些低端书画纸除了在书画市场泛滥成灾之外，

部分产品也已流入古籍相关行业，尤其在一些古籍复制出版领域更甚。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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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古籍修复机构也常在采购修复用纸时买到书画纸，对于修复古籍的长久保存

构成一定威胁。另外在拓片领域书画纸也使用广泛，许多新拓的碑帖拓片都有意

无意地使用了廉价的“宣纸”，这些劣质的书画纸其耐久性能很差，能否长久保

存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些行业大环境上不利因素提醒我们在选择保护和修复用纸

时必须严格把关，避免劣质纸张被用于保护和修复古籍，对珍贵的古籍文献造成

损害。 

之所以如此强调材质的重要性，除了劣质材料的负面影响之外，保护及修复

用纸跟古籍纸张之前的适配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古籍纸张原料常见不外乎麻、皮、

竹、草四类，但这四大类当中又分成很多小类，仅常用的纤维原料就有近 30 余

种，这些不同的原料由于纤维特性上的不同造成纸张特性上的差别。在修复古籍

时常强调要选用性质类似的纸张，便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以裱衬纸为例，由于

纸张在温湿度变化时会产生干缩和湿胀的现象，其尺寸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不同

类型的纸张伸缩的幅度不同，若修复时选用的裱衬纸跟古籍纸张不匹配，在温湿

度变化时则有可能因为不同步的伸缩导致脆弱的古纸被损坏，而同种材质或者相

近材质的纸张则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损害的发生。修复用纸如此，其他保护

用纸也是如此，除了满足常规的无酸、耐久等要求之外，还常常需要根据被保护

文献纸张的特性，对保护用纸提出更加具体的质量要求，最终的目的，不外乎找

到一种最合适的方案使得脆弱的古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保护业务交流

 

5  

 

关于建立“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虫霉灾害预警机制的设

想与建议 

周崇润    孟晓红    刘晨书 

一、建立虫霉灾害预警机制的意义 

维护古籍的完整与安全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重要职责和义务。中

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有

166 家单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并挂牌，入选单位中有将近一半的单

位在短短几年内就建设了新的古籍书库，还有部分单位改善了古籍保存环境，增

添了古籍保护设施，制作了函套、书盒，部分单位还开展了珍贵古籍修复工作，

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当前我国古籍保护面临的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些单位古籍保存条件仍不达标，特别是温湿度监测与控制方面问题比较突出，

古籍生虫生霉等危害古籍安全的突发性事件仍时有发生，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虫霉灾害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一是一些管理者思想上对古籍保护的重视不足；

二是古籍保存条件的改善方面资金投入不够；三是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力等。除了

上述原因外，对于虫霉灾害预警制度的缺位，人们的防范意识差，是虫霉灾害频

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我国古籍保护的现状，建立“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虫霉灾害预警机

制，对于预防虫霉灾害的发生和控制灾害程度，保证我国古籍的完整与安全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虫霉灾害的特点及预警原理 

（1）虫霉灾害的特点 

虫霉灾害属于突发事件，通常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突然发生、危及古籍安全，

乃至造成严重损失，需要相关单位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加以处理的事件。虫霉灾

害事件强调突然性和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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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霉灾害突发事件，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发性”，即出乎人们的意料，让人

措手不及。这也就决定了虫霉灾害突发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实际规模、发展态

势和具体影响难以预料。并且虫霉灾害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其势态、规模会迅速

地扩散。一旦达到某一临界值就必须要求相关部门必须迅速地作出反应，稍有迟

疑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有事态的急速扩大危险。因此，有必要建立

应对虫霉灾害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在事前对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程度进行合理

的估计和预警，在灾害发生时作出迅速的反应。 

（2）虫霉灾害预警机制的概念 

所谓预警机制，是指预先发布警告的制度，通过及时提供警示的机构、制度、

网络、举措等构成的预警系统，实现信息的超前反馈，为及时处置危机、防患风

险于未然奠定基础。 

具体地讲，虫霉灾害预警机制就根据发生虫霉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

以及发生灾害的地点、发生范围及时发布预警，被预警单位（或区域）根据发布

的预警级别及时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采取应急措施避免灾害的发生或控制灾害

的发生范围和损失的程度。 

（3）、虫霉灾害预警的原理 

高温和潮湿是古籍书库发生虫霉灾害的根本原因。虫霉灾害发生、发展及危

害程度与书库高温和潮湿的程度及持续时间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性，根据这种规律，

只要预先对各保护单位的古籍书库的温湿度情况进行长期监测，及时掌握各重点

保护单位古籍书库温湿度变化情况，当书库温湿度超出标准时，根据超标的程度

和引发虫霉灾害的可能、危害程度，及时发布预警。 

根据虫霉灾害预警的原理，预警的基础是预报，预报的基础是预测。建立覆

盖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温湿度监测网络系统是建立虫霉灾害预警机制的物

质基础。随着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建立覆盖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的温湿度监测网络系统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三、虫霉灾害预警机制的主要组成 

虫霉灾害预警机制的组成主要包括预警监测机构（监测预警信息中心）及覆

盖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温湿度监测系统；预警等级与预警标示，预警的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