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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图书馆图藏西域文献 BH4-333 的修复 

 

 侯郁然 胡玉清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西域是自汉代以来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区域的总称，狭义的西域大致在我国新疆地

区，自古便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自 2005 年起，国家图书馆先后六次征集入藏和田等地

出土的西域文献，总数量 700 余件，建立了西域文献专藏。文献形成时段从公元 4 到 10 世

纪，文种涵盖汉文、梵文、佉卢字、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犹太波斯文、藏文等，材质

有纸本、简牍、丝织品、封泥等，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文献的破损情况复杂多样，

经过修复后的残片保存形制、装具也各有千秋。本文仅对其中数量众多且杂乱无序的

BH4-333 的修复和保存方法做一简单的介绍。 

一、文献现状及基本信息 

BH4-333 共 118 片残片，未经过筛选和整理，杂乱无序，被置放在一个纸包中。残片

尺寸不一，其中最大的长 7 厘米、宽 6.3 厘米，最小的长 2.3 厘米、宽 1.4 厘米。多数残片

上有墨迹，文字种类多样，除汉字外亦有其他西域地区各种少数文字。 

 

  

图 1 残片修复前 图 2 残片修复前的简单展开 

二、修复计划 

BH4-333 的文字种类不同且残片数量众多。经过初步整理发现，个别同种文字残片间

存在缀连和拼接的可能性，但这需待后期专家进行专门的研究后才能定论和处理。所以，此

次修复并不能同时完成对文献的连接和缀合，只适宜对其进行基本的整理和保护工作，为将

来的进一步研究、拼合和修复做好前期的准备。 

（一）修复方案 



36                                                             文 津 流 觞 

 

 

经过研究、比较，BH4-333 有三种可能的修复方案： 

1.整体装袋保存 

保存原状，只对残片进行初步的整理、修复，尔后整体装袋保护。待后期请专家对文字

进行确认、拼对再进行下一步缀合修复。这种方法虽然简洁，能保存原貌，但残片间仍存在

相互磨损、挤压的状况。已经存在破损的残片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存在进一步破损的可能。

同时，无序的杂乱存放也不利于后期研究人员的翻阅与研究。 

2.无酸纸袋分装 

将每一个残片分装在无酸纸小袋子中，依次排列粘贴在纸板上。最后几页纸板做成一个

书状的形制，便于翻开阅读。但由于残片数量庞大且尺寸不一，每一残片单独装袋必然会造

成体积的相应增加，对后期的装具保存可能造成一定问题。另外，装在无酸纸保护袋中的残

片的字迹并不能直接看清，对于日后学者研究时的取出、阅读都会造成一定不便。 

3.集邮册式装具 

采用类似于集邮相册的形式，用几层夹宣托好的厚纸板作为装具的底板。选用马尼拉麻

纸或者其他薄皮纸作为罩在残片表面的纸张。先将一整张薄皮纸从纸板自上而下整个包裹纸

板，并从背面点浆糊黏贴将其固定。再用另一张马尼拉麻纸按残片大小测量好的高度尺寸，

把宽度平均分成几份，裁成长条状。将皮纸条的底边和左右粘贴于包裹的皮纸上，形成长方

形的口袋。随后再根据残片宽度将长方条分成几个小格子，左右边缘涂稀浆糊。 

 

图 3 集邮册式装具成品 

成品比较像装邮票的集邮册（见图 3）。底板被分成很多小格，每格上面敞口，下面和

左右两侧均被固定贴实，残片依次放入小格子内。由于残片都由透明的马尼拉麻纸包裹，研

究人员在观察时可以较容易地看清残片上的字迹，不需要把残片取出（大多数残片为单面有

字）。即便需取出研究也很容易，减少了对残片磨损和进一步破坏的可能。 

经研究、对比，第三种方案更能达到最大限度对原件进行保护的效果，故最终决定采取

此种方案对原件进行修复和整理。 

（二）基本修复步骤 

1.拍照、档案记录； 

2.表面清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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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润潮、展平； 

4.破损处修复整理、压平； 

5.特殊形制的装具制作； 

6.标注编号、装册。 

三、修复实践操作 

（一）试验检测 

对墨迹和纸张颜色牢固度进行测试。墨色、纸张遇水均需不掉色。 

（二）修复过程 

1.残片的初步整理 

 

图 4 初步整理好的一小份残片 

由于文献数量庞大，先将残片按二十个左右一份的数量单独用纸包好，一份一份进行分

批整理。逐批进行表面清理、局部润潮、展平，修补粘贴破损和断裂处等。 

2.托装具（底板） 

（1）准备：裁好需要大小的宣纸，略留出一定距离以备上墙，调好稀糨糊； 

（2）润潮展平第一层托纸； 

（3）在纸张上刷匀浆糊； 

（4）上第二层托纸，再上一遍稀浆糊； 

（5）上第三层纸托纸，用鬃刷垫纸排实； 

（6）四周打浆口，留启口条； 

（7）上墙绷平、待干； 

（8）纸张下墙、备用。 

3.装具制作 

（1）根据计算好的残片数量及尺寸需要，用三层宣纸托裱好后，裁成长 40 厘米、宽

30 厘米的硬纸板，用做底板。 



38                                                             文 津 流 觞 

 

 

（2）在托板的正面包裹压平好的皮纸，反过来在背面一边用稠浆糊粘贴固定，压住绷

平。再在另一边刷浆糊黏贴固定，待干（图 5）。选用的薄皮纸需比较柔软，接触残片不会

造成损伤。 

（3）马尼拉麻纸也需事先经过压平处理。经测量计算，将薄软透明的马尼拉麻纸裁成

5 条长约 35 厘米、宽 4 厘米的纸条备用（图 6）。 

  

图 5 贴好薄皮纸的底板 图 6 裁切马尼拉麻纸条 

 

（4）把 5 个马尼拉麻纸条按相等的距离粘贴在托板上，涂浆糊的面要窄，只在纸条的

底边和两端各粘 2 毫米宽即可。可用长尺取直，小毛笔涂浆。 

（5）用浆糊笔在纸条上点几点浆糊，隔出数个小格，两格之间间隔为 3 厘米。选用稠

浆子黏贴，每次只取少许，隔一段点一点，以保证纸面整体平整（图 7）。 

 

 

图 7 贴好马尼拉麻纸后的装具 

（6）将残片依次小心装进格子里，直至底板装满。如此往复，将所有残片都放置在四

张底板中（图 8）。 

（7）制作好的四张底板装具，最后一起装入托好的厚纸夹信封中集中存放保管（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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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将残片小心依次装进格子 图 9 其中一张整理修复后的残片 

 

BH4-333 按第三方案被修复后，既方便查找，又方便取用和阅读、展览等，为文献的

最终缀合和复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此批残片得到了极有效的保护和展示，也

为之后同类文献残片的修复和整理提供了经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