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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荩心 整理

编者按： 2015 年 5 月 15 日，国家图书馆举办“册府千华——西域文献保护

成果展”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 就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的学术

价值、社会意义和保护修复等方面，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并对推进相关工作提出

了宝贵的建议。会后，我们整理了专家们的发言， 作为下一步工作的借鉴和参考。

部分发言已单独整理成文并正式发表，在此不再重复刊登。

(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刚才看了成果展， 听了段晴、荣新江、陈红彦、胡泊四位的主题发言， 受益

匪浅。国图入藏这批西域出土文献并进行卓有成效的修复、保护， 开展相应的研

究， 段晴讲得很好， 这不仅是学术盛举， 也关系到老中青三代专家浓烈的爱国情

怀。我本人曾在新疆工作十年， 对此深有感触。看展之前， 我准备就“修旧如旧”

“修旧护旧”八个字谈点认识与建议； 我所想到的问题， 其实这个成果展都已经

有很好的答案了，这里再做些说明：

一是关于“修旧如旧”之“旧”：①千百年前之原貌——基本上已难以复原

(当然有的也能找到相应的参照系数)；②出土时的原貌(有的或许知道，有些

并不清楚)；③入藏时的面貌(关键在于当时能否及时记录。例如刚才段晴提到

的 1970 年所获于阗文《对治十五鬼护身符》，据说装它的泥罐摔破碎了， 收藏者

又曾在其背面用油笔勾摩，这个现状实情就至关重要)。许多文献出土于和田地

区， 那里的大、小环境似乎也应该做些客观的描述、分析， 听说搞修复的几位专

家都没有去过和田， 我建议国图是否可以为他们提供去现场考察的机会， 这对修

复、保护都会有益。

二是“修旧如旧”的材料与技术手段问题。修复前对这些文献的原始数据采

集不可或缺， 高清数字化并用 RAW 与 TIF 双格式不同介质存储是首要、必要的第

一步， 这一点听说做得挺好； 对文献载体原材质分析的必要性及与修复所用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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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一性”(可融性)也有非常好的认识，我看到展览中讲这批文献的修复用

了十几种不同的纸张，真是大开眼界(如马尼拉皮纸，过去闻所未闻)。我们知

道法、英两国对所藏敦煌写卷采用化工材料覆膜进行保护， 虽保证了写本展示的

完整性与阅读方便，但时间一久就会造成化学损害的教训；2004 年底，我听说

俄藏敦煌写卷中发现有少量碎片或断裂处被人用胶带纸粘连， 看到相关照片， 非

常吃惊。前些年到国图来展出过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西州天宝十三、四载马料账，

我看到有的断裂处用完全不同的白纸粘连， 且堆积突起， 结果非常关键的文字看

不见了，与我 1980 年看到的差别很大。今天看到的这些文献修复技术水平之高，

令人赞叹！

三是“修旧护旧”的重要性。这里牵涉到对西域文献出土环境的研究， 涉及

现代保护技术手段的应用和再造保存环境问题， 涉及展出、调阅、复制对保存的

负面影响如何及时监测、检测、化解等等许多难题。例如敦煌莫高窟采用铝合金

门窗和钢化玻璃进行防护， 有很好的防护作用； 但同时， 旧貌换新颜， 封闭度增

高， 参观者造成材料表面水汽凝结改变了洞窟湿度， 对壁画、彩塑的保护也会有

不利影响。同样， 咱们的西域文献在多次面向广大观众及研究者时也会有类似问

题。因此，化力气高清复制原件可能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最后谈到这批西域文献的研究， 段、荣二位带领学生做得非常好， 在研究成

果与人才培养上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今天带来送给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

的四册日本研究中亚语言的杂志，其中 1997 年的一本上有新疆学者译介新疆出

土的回鹘文《圆觉经译注》残卷的文章， 当然颇有意义； 但该残片开头有两个汉

字， 文章却没有录文及具体说明， 给研究带来不便。再看看今天展示的一大批研

究成果，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国图这批文书最早的两三批我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了鉴定工作， 后来又陆续

收了这么多超出了我的预料， 应该有上千件。前几批每批也就是几十件。今天听

段老师和荣老师他们介绍这批文献的整体情况，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件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一项事业。我所以把它说成一项事业， 就是希望国图能够继续

做好。当然刚才张馆长也表态以后还要买， 我个人认为， 这些东西保存在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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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机构， 是最安全的也是最稳妥的办法。所以应该继续收购， 并且要保护好修

复好。国图的保护和修复水平应该说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刚才柴老师讲了，

我们看过世界上各国对古代纸本的保护， 好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我们国图

这方面的技术就领先。今年知道他们修复又有新的进展。

另外， 刚才在介绍修复时说的文书的缀合， 使我想我们的修复理念。我们文

物界修复工作长期奉行“修旧如旧”的理念， 不光是纸本， 所有文物修复都遵循

这样的理念或原则。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一个相对的理念。

我去年去德国， 对他们博物馆的藏品感触很深。在德国的博物馆， 不少残缺的雕

塑和壁画都被补完整了。被补完整的雕塑和壁画， 残缺的地地方外行已经看不出

来了， 但内行仍然可以看出来， 修复的时候留下了供内行辨识的痕迹。这样一种

做法， 当然不符合我们的修旧如旧的原则， 但从展览和参观的效果来看， 当然比

保持原状好多了。德国博物馆对文化修复的这样一种做法， 至少是值得我们思考

的。我们对文书残片进行缀合， 也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 几个残片缀合以后， 可

以让外行感觉它就是一个整体，只让内行知道它原来是一个什么情况就行了。

另外， 我建议尽快出版这批文书的图版。从今天介绍的情况来看， 国图的研

究人员和北大老师带着他们的学生已经对这批文书进行了不少研究。等修复完成

以后，还是应该尽快地把它出版。这批文书内容很丰富，光靠少数人研究不行，

真正发扬它的价值还要把它推向全世界，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这批文献的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国图在接收这批西域文书， 尤其是和田文、汉文文书的时候， 我虽然不是当

事人，但从旁听说也曾历经坎坷。专家写意见书，还特地到医院请季先生写信。

学术界的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听说还是阻力很大。包括季先生在内， 为什么学界

对于西域出土文书会如此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是研究者吗？不是。在季先生和众

多的研究者心目中， 他们没有人会忘记十八、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文物流散悲剧。

那时候，中国贫穷、落后，中国饱受侵略，欺凌，无力保护自己的文物。然而，

今日中国已经富裕了， 中国政府是世界上经济状况最好的政府， 我们如今怎么还

能容忍中国的文物再遭流散？我们如果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反而置之不顾， 任由中

国文物再度流散， 那我们与清末那些饱受诟病的官员还有什么区别？学者们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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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不说，内心中无不涌动这样的心思。

如今时间过去并不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改变。面对世界复杂多变的形势，

党中央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要西进， 打通欧亚丝绸之路交通线， 创 造

丝绸之路的新辉煌。这是中国发展的重大举措， 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这个国家

战略。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 虽然经济是核心， 但文化历史的研究是基础是条件。

这项国家战略未来开展如何， 从主观上看， 不仅仅是经济条件是否具备， 也要看

学术研究是否及时跟进。学术界研究多年的丝绸之路，忽然遭逢如此重大机遇，

能否为国家战略添砖加瓦， 考验还在后面。但是， 没有研究资料， 研究就无从说

起。面对新疆、中亚的复杂形势， 对于未来的重大贡献完全可能仅仅是一件出土

文物，一片字迹不多的文书。现在再看当初接受的和田出土文书， 真是物超所值。

一千多年前， 唐朝就治理过西域的大片土地， 历史记载昭昭， 但在当今的学术语

言中，不如一片出土文物在手。

今天看了展览， 不仅心生感叹。多年以后， 后人一定会为国图当初的接受行

动感佩不已。国图， 毕竟是代表国家的文化单位， 不仅具有文化水准， 更具有文

化眼光。这应该就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文化证明。

国图今天展示的内容充分说明， 在中国的范围内， 最有资格保管这些出土文

书的， 那就是国图了。所以以后再有这样的文书， 再有这样的资料， 由国图来保

管、研究， 那也是最有资格的。未来的前景一定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 随着这

批文书研究的深入，它的价值意义会进一步体现。

国家图书馆在这个方面代表着国家意志， 理应代表国家意志。过去我们都知

道， 十九世纪西方列强， 甚至包括日本， 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 趁火打劫， 弄走

了很多中国文物。现在中国正在高速崛起， 在这个方面， 国家意志应该有所体现，

国家图书馆应该代表古代文献整理收藏的国家意志。在这个方面， 国图应该是有

这个自觉性，今后更应该加强这个自觉性，利用国图的文化地位努力说服国家。

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 没有文化包括文化资源的储备是不应该的， 文化储备和研

究一天不到位， 作为世界大国的资格就有欠缺。过去几十年， 中国集中力量发展

经济，基本上没有顾及到文化发展问题， 现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旗帜已经高扬，

但是看上去，似乎仅仅有经济、外交的内容。在不久的将来， “一带一路”就会

重新装载上文化的内容。这个历史的关节点， 正是我们国家图书馆大有作为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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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谢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首先对国家图书馆收藏保护西域流散文献的举措表达由衷的钦佩。现在社

会收藏方面， 鱼龙混杂， 风气不好。如果只是炒作一下瓷器、 玉器之类传统藏品，

本来无可厚非，但有些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珍贵资料，也进入私人收藏的视野，

而且多以追求升值、增值为目的。西域文献这类资料， 如果分散到私人手中， 其

研究利用价值就大打折扣。我认为， 国家图书馆有代表国家来保护民族文化的责

任，应当大力呼吁政府和社会，更加重视这些文献的收藏、保护与利用。

刚才听了段晴教授、荣新江教授的发言， 他们的团队对这批西域文献深入的

学术整理研究工作， 而且把研究工作的意义上升到保存民族文化、爱国主义， 甚

至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高度， 孟宪实教授对此做了很好地引申发挥， 把

我的意思都讲到了。今天刘馆长在， 我觉得国图应该从专业部门角度去呼吁， 这

样一些看似冷僻的学术研究， 实际上有他独特的价值， 应该获得更高阶层的理解

和支持。新丝绸之路也好， 一带一路也好， 不能只盯着地缘政治、经济效应， 如

果没有传统人文领域研究成果的支持， 以挖掘、培育文化向心力， 难免会有剃头

挑子一头热的尴尬。目前即便在北大这样注重传统研究的学校，类似西域语言、

文献这类研究， 实际日益边缘化， 许多独一无二的学科正在萎缩。段晴教授、荣

新江教授通过这个项目为北大、国图培养了不少年轻人， 但如果今后这些年轻人

才都需要到欧美寻求学术出路，我们就应该反思我们的学术环境。

另外我对刚才有关修复工作的介绍感触很深， 对国图的修复团队的杰出工作

深深致敬。我有一个小的建议， 我们做了这么多修复的工作， 包括一些其他传统

古籍的修复， 国图在这方面无论技术条件， 还是接触到的案例数量， 都是其他图

书馆无可匹及的。我希望修复的过程， 除了保留完整的档案之外， 还能够留下一

些实物样本， 逐步建立起一个样本库。 无论纸、 木材料， 还是附着的泥土、 鸟粪，

都具有保存价值，不可随意弃之。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非常荣幸能来参加这个会。刚才段老师、荣老师说了很多， 还有修复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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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我认为非常好。

我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也有一件和田出土的文书， 是从一

个墓葬里出土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入藏。过去展览过几次，但是最近没有展览，

因为我觉得展览一次损耗一次。这大概是我们图书馆最早的写本。

我特别想知道西域文献纸张的材质， 还有墨等的借助现代科学仪器分析的数

据， 来与内地的进行比对。上次在国家图书馆看了新疆少数民族的造纸方法， 实

际上更接近古代的方法， 与日本纸和高丽纸近似。我曾经推断， 古代日本纸和高

丽纸不是“抄”出来的， 而是“浇”出来的， 这种“浇”的方法一直还保留在新

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今天我纯粹是来学习的， 看了展览， 并听了前面各位专家的发言， 感触很多。

首先，我想对从事西域文献捜购、修复、藏护工作的国图的专家学者深表敬意。

西域文献的流散一直是最令学界痛心伤惋的事情之一， 国家图书馆的购藏使这些

不可能再现的稀世珍宝得到了最高级别的保护， 给了它们最美好的归宿， 足以令

学人欣慰， 国图的举措真的称得上功德无量。同时， 我也想对各位已经完成的相

关研究成果的精深及各位的工作效率表示钦佩。这些文献使用的语言多种多样，

包含的内容千差万别， 残破的程度往往又比较严重， 致使研究难度很大， 而各位

先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发表了三部专著和数十篇论文， 竖立了典范， 令这些文

献的利用研究有了光明的前景， 的确让人佩服。国图这种妥善珍藏和充分利用相

结合的做法是文献和学界之幸。

这里我仅从一个念书人的角度提两个建议， 准确地说是两个请求。一是像郝

老师刚才提的，希望能够早一点看到这些珍贵文献的图录，以便尽早学习研究。

二是我自己也做过文书的编目工作， 知道为这些文献编目的工作难度很大， 需要

的时间也会相当长， 想问一下在编目的过程中， 有没有可能让搞相关专业的学者

了解阶段性编目成果。

另外，今天听胡先生介绍修复工作， 我联想到了前年在安徽舒城开的一个会，

主办方在会议期间办了一个小型展览， 展品中有一本当地人保存的自己家族的族

谱， 内容丰富， 文字量很大， 涉及的时间也很长， 当时参会的人都认为很有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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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但是族谱残破得很严重， 保存族谱的那家人不知道该怎样修复。由此可见

私人手中的一些文献真的是亟待修补。但是它们的持有者往往没有联络修复专家

的方便途径，所以特别希望咱们的修复工作能够关注到流散在民间的文献。

最后再简单介绍一下刚才张馆长提到的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对修复人才的

培养。刚好昨天下午我在我们研究生院的文博中心讲课， 这个文博中心主要培养

专业硕士， 两年制， 学生招收进来以后， 第一个学期不确定导师， 第二学期快结

束的时候， 他们可以自己选导师， 中心也帮助推荐， 可选我们历史所、考古所和

故宫等单位的老师， 因为文博中心的专业硕是和故宫联合培养的。古籍修复是其

中非常受重视的专业方向，不少学生都会选古籍修复进行深入学习。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非常高兴， 也非常乐意参加今天的座谈会。早上看了展览， 刚才又听了段老

师和荣老师介绍， 知道这批文献不仅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现

实意义。关于学术价值， 我们都是这方面的学者， 都知道重视和利用。在目前的

情况下， 即国家大力提倡“一带一路”研究的时候， 我们更要看到这些文献的现

实意义。从这些文献来看， 中原和西域的关系很密切， 而文化并不是单向地交流

和传播的， 而是双向的。通过这些文献， 研究中原和西域相互影响、交流的关系，

我觉得这一批文献的现实意义才能发挥出来。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今天看了这个西域文献的展览， 很开眼界。前一段时间我在天津参加了写本

学研讨会， 大家集中讨论写本问题。我觉得文化部关于写本的概念的界定， 范围

有点狭窄。我们要把“写本时代”和“写本”区分开来。

我认为“写本时代”和“写本”是两个概念。 “写本时代”和“刻本时代”

相对，大致宋以前是“写本时代”，宋以后进入“刻本时代”。战国以来的帛书、

简牍， 六朝以来， 尤其是吐鲁番敦煌写本， 则是典型的写本时代的产物。但是写

本并不完全是“写本时代”所独有的， 刻本时代也在大量的写本， 像《四库全书》

就是清代的写本，还有满清档案，四川南部县档案，徽州文书，都以写本为主。

浙江新昌档案馆藏晚清到民国近 100个调腔抄本， 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种情



西域文化保护成果展

28

况，全国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写本的唯一性决定了保护的更为重要。

我刚才看了国图修复专家的讲解， 很受教育。古代写本的修复是一项技术含

量很高的工作， 全国的修复人才非常得缺乏， 所以修复人才的培训是不是可以加

大一些。比如， 国家现在非常重视应用型的专业硕士人才的培训， 国图应当把这

项工作抓起来，在全国起到领军的作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我虽然很早就参与了这个项目， 但中间只来了国图一、两次， 这次很高兴能

够观摩实物，听取项目报告，并与各位老师交流学习。

说一点感受， 通过展览以及刚才各位老师的介绍， 我为国图的在文献修复技

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喜。特别是展览中修复前和修复后的照片对比， 我觉得

非常有意义。我前一段时间做的主要工作是国图收藏的梵文残叶的释读研究， 以

及出版物的排版。我觉得以我们可以合作， 这个对比照片也可以放在我们的出版

物里，让大家看下这些文献皱巴巴的时候是什么样，展平之后又是什么样子。

我还有一个建议， 请各位专家从专业角度来评判。刚才听各位老师做的介绍，

修复文献残片用的补纸要经过染色， 要染黄一点， 这样修复出来的写本看起来可

能比较整体。而对于我们作释读的人来说， 我们更希望补纸与原件的颜色反差大

一点， 这样我们就容易判断原件的边缘在哪里， 也就容易判断某个笔画是自然收

笔， 还是到边缘而断掉， 这点还涉及到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 在出版物中处理图

片的时候， 有时我们需要把残片的背景补纸用 PS 抠掉， 如果色差不够大， 文献

原件的边缘就不太好找， 请各位老师从专业角度来考虑， 补纸是不是要染， 或者

染到什么程度。

(天津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册府千华‐‐西域文献保护成果展”专家研讨会。刚

刚也是很匆忙地看了咱们的展览， 虽然时间很短， 但从中我也得到了一些感悟和

体会。我是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人员，之前在国家图书馆修复组工作学习期间，

曾经多次向胡玉清老师求教， 并曾目睹过胡老师高超的修复技艺， 感受到她对于

古籍修复工作以及事业的执着与热爱，这些都是我有幸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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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此展览而言， 我个人觉得确是内容丰富， 重点突出。它无论是从被整理

的珍贵西域文献研究角度， 还是保护过程中传统修复技艺方法的应用与总结， 都

能充分加以呈现。我觉得这样的形式， 会对从事古籍修复的工作人员带来特别大

的启发和帮助。

下午我准备再去看， 听说还有一部分成果的展示。今天， 从国家馆藏这批珍

贵西域文献的整理研究、保护修复、学术成果三个方面， 推出的这个展览， 是具

有垂范意义的。这也充分说明了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展览设计上的

精心与用心。

在这里我有两点小的建议， 一个是能不能把这么好的展览， 把这样一个突出

保护成果的展览， 推荐到更多的省市图书馆， 甚至可以让更多的从事修复的人员

看到或学到。因为， 刚才胡泊老师介绍里讲到有许多的修复案例， 其中有些方法

不是每一个修复人员都能遇见到的， 特别是难得一见的特殊的、灵巧的、新的技

法的总结，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从修复的成果上， 能不能够尽快地把这些好

的方法、好的经验行诸于文字，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分享。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是

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修复”——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敦煌文献、西夏文献。如

今， 西域文献的保护可堪称近年来国家图书馆的又一重大修复成果。特别希望能

让更多的专业的、不专业的、喜好于此的人们看到。同时， 这也将会对未来全国

的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借鉴。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

古籍修复是一件需要耐心细致的又非常艰苦的工作， 面对一件件国宝既要深

入细致了解藏品的状况以及内容； 又要了解藏品所用材质， 还要针对不对藏品采

用不同的修复方法。应该说， 国图新入藏的西夏藏品修复是成功的， 融汇了古籍

修复的多项技艺， 值得业界学习和借鉴。修复人员深入细致研究了藏品状况， 又

针对不同藏品研究了修复方法以及保存方法， 对每一点点考虑是非常细致的， 修

复过程是艰苦的， 一块块散片的拼接灌注了修复人员的汗水和心血， 看到修复成

果展让人赏心悦目， 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信息。这次西夏文献的修复有两点我

个人认为是值得称道的， 首先在修复中很少使用糨糊， 甚至不使用糨糊来固定藏

品，对藏品的长期保存是至关重要的，避免了给藏品带来可能的腐蚀和虫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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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絮状的残片一般的修复都是用糨糊固定在纸上， 国图修复中根据藏品质地不光

滑的特点， 用一对透明的麻纸夹住， 外面加皮纸做的四边框， 这样处理虽然没有

使用糨糊， 却固定住了藏品， 并保持了纸张原来的状态； 其次是镶嵌修复方法的

运用。由于藏品的厚度造成一般需要补两层甚至三层才能实现与藏品保持一致，

但会导致接口不平整。镶嵌修复法的使用， 使藏品和补纸的接口的接缝基本上靠

纤维错层连接， 减少了多层补纸修复后容易产生的不平整， 粘接牢固， 保持了纸

张平整， 这种修复技艺是难度很高的， 说明修复人员有极强的责任心， 高超的修

复技术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有点个人建议， 一是藏品， 在修复中应该尽量去除藏品表面凸起的污物， 避

免有硬颗粒物存在， 这将会造成藏品保存中不经意出现的硌伤； 二是装具， 目前

藏品收藏是用软绵纸包裹然后置入皮纸信封， 我认为如果给每件藏品包裹后外做

夹板，可以更好地保持修复藏品的平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