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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组的老师傅们常说：“修书半辈子，就是一碗浆糊、一支毛笔、一把剪子。”显然，

这对于概括他们半生对古籍修复事业做出的贡献来说太过简略，但对于串联起他们对过去工

作的记忆，或许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话语了。在这之前，有前辈记录下这个组的发展沿革，

让作为后辈的我们熟知了历史上修复过的重要藏品、技艺卓越的修复专家，并常常引以为傲。

历史往往是由人与事构成的，但除了这些，那些不起眼的、称不上了不起的日常修复工具是

否也同样在记录着这个组的发展与变化？ 

修复工具在修复工作中必不可少，好比手术刀对于外科医生。同样，所有的工具从始至

终并非一成不变，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大批具有高学

历的各学科青年人才陆续加入文献修复队伍。随之而来，不同视角、不同知识领域的新想法、

新观念与传统工艺相互融合，使得文献修复工作悄然发生着改变。这其中就包括一些技术辅

助工具的调整与革新。而老师傅们从业多年依旧热情不减，在参与工具改良的同时常回忆起

过去的工具式样，值得记录。该文部分内容即整理自我组杜伟生、朱振彬、李英、边沙、刘

建明、刘峰六位资深古籍修复专家口述。 

一、浆  糊 

浆糊的原材料为小麦面粉，其在古籍装帧与修复工作中不可缺少。作为纸张间的粘合剂，

经历代修复者反复试验、缓缓调试，一件件破损的纸质文物寿命得以延续。 

古籍修复及书画装裱中所用浆糊与日常生活中浆糊不同，其要求质地纯净、浓稀可调而

粘性不减，粘合时间长且不变性。而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要求其具有可逆性，指重新修复时易

于将补纸与原书分离。 

在纸质藏品修复工作中，关于浆糊一直有着“去筋”与“不去筋”的差异，基本也是中

国南、北方在此行业中的差异。所谓去筋，就是去除小麦面粉中的蛋白质成分（±13%）。蛋

白质自身为胶状体，与淀粉结合，经高温加热，急剧膨润，粘度激增；去除面筋剩下的淀粉，

经高温加热后，也具备一定的粘接性可供粘合。南方由于气候潮湿，对于粘合剂粘度的要求

比较高，因此南方的修复师往往选用带有面筋的浆糊；而北方气候干燥，纸张粘合固定速度

要相对快。我们的文献修复组地处北方，历史上的老师傅们也都是北方人，所以我们一直以

来选用的都是去除面筋的小麦淀粉浆糊。 

据杜伟生老师回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那时候的精平装书装订与善本修复、书画修

复还同属于一个科组，与修书比起来，精平装书籍的装订所需浆糊量大。因此当时制作浆糊

的淀粉是在北京某豆制品厂采买的桶装湿淀粉，但几年后因工厂改制不再生产此类淀粉。

 



文 津 流 觞                                                                        13 

1990 年前后，组里又在天津市订购了食品用小麦淀粉。2000 年之后，因调制过程中发现其

色泽、粘度已达不到要求，最终选择放弃使用。 

2008 年以后，组内加入了“80 后”年轻员工，为制作浆糊采买了一批“裱画粉”，也

属于成品小麦淀粉。这批淀粉纯度高，加热易糊化，糊化后白、亮、透明度高。随着 2013

年“天禄琳琅”修复项目的全面开展，在浆糊选料与制法方面又有了新的调整。主持该项目

的朱振彬老师认为裱画粉仍属于工业加工产品，纯度难以确认，安全起见，还是选用传统的

“洗粉”方法来提纯淀粉，即手工分离面粉中的面筋与淀粉，并利用离心机等设备将淀粉部

分二次分离，取得纯净度较高的修复用小麦淀粉。近年，为提高效率，采购自动洗粉机来替

代人工洗粉这一工序。 

二、剪  子 

用作剪齐书叶、书衣、剪断书线等。修复组老同事现在所用的剪子，为上世纪 80 年代

订购的“王麻子”牌手工锻打铁剪，亦是延续他们的前辈所用剪子样式。其通体黑色，熟铁

材质，一体锻打无焊接，刃口贴钢，剪刃长（图 1）。由于剪子在修复工作中使用频率极高，

因此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磨剪刃。磨剪刃是一件专门的行当，在那个总有人走街串巷吆喝“磨

剪子唻戗菜刀”的年代里，有一位磨刀匠人会定期来馆，组里的剪子便交由他去磨，收费为

1 毛钱一把，据说那位师傅的手艺相当不错。 

如今，街巷中再难见到专门磨剪子的人，年轻一代的修复工作者也开始从市场上选购成

品剪子。现常见的剪子通常为通体不锈钢材质，刃口锋利，不那么容易磨损了（图 2）。 

  

图 1 老式剪子（郑静文用
①
） 图 2 现代不锈钢剪 

三、喷  壶 

喷水工具，古籍保护工作常用、必备工具。早期称之“喷水唧筒”。与之同时，有些老

① 郑静文（1930—2011），国家图书馆知名古籍修复师，经手修复大量宋元珍贵善本古籍，从事古籍

修复修复工作近四十年。其人其事为组内代代师傅相传，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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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也会用嘴含水喷，但需要反复练习才能够喷出均匀的水花，最常用此方式的是肖顺华
①

先生。同时期还采用过简易喷水设备，即利用两根吸管制作的工具。再后面出现了手动气压

式喷壶，即药水喷壶，是通过按压压柄增高壶内压力，水位高低产生压力差，通过喷嘴使水

喷出来，但需要两手配合工作（图 3）。 

待到 80 年代左右，组内采购一批

“三角”牌喷壶，壶体有铝制与塑料两

种，塑料颜色为红、白相间，本是用作

花艺喷水所用。其核心部件为金属材

料，壶嘴可调节出水量大小，可单手操

作（图 4、5）。但老师傅们回忆起来均

反映其把手部位常因焊接不牢而松动，

影响使用，水花也并不够细腻均匀。再

者，旧时壶嘴大多为铜制，时常因锈渍

或水垢堵塞出水口，需时常修理。以上

实物现均已不存。 

 

图 3 上世纪 50-60 年代修复组使用过的 

同款喷壶（图片来自网络） 

              

图 4、5 上世纪 70-80 年代修复组使用过的 

同款 “三角”牌喷壶（图片来自网络） 

图 6 现代喷壶 

当下所用的喷壶为金属或塑料瓶身，其头部主要由扳柄、一个小型液压泵、一根塑料吸

管组成，它们复合成为一个小型高压系统，将瓶中盛装的纯净水通过喷头上的小孔以极细微

的水粒喷射出去。因喷出的水花细腻成雾状，可保证纸张受水均匀，大大提高了修复精度（图

6）。 

四、刀  具 

传统用于古籍修复的刀具有竖刀、弯刀。前者通常用作裁切纸张、书叶，后者常用以裁

割大幅、大批纸张（图 7）。这些刀具也都是手工锻造，刃口需随用随磨，由修复师自行打

磨。但是在古籍修复工作中，这些小型刀具的使用较为有限。七十年代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

组里有了半自动的裁纸机，也称作“裁书机刀”，可实现整册书或整沓纸张的裁切。但由于

是半自动设备，使用中仍有不便之处。1985 年，组内采购了一台电动切纸机，精准度高，

① 肖顺华（1918—1996），我馆老一辈修复专家，曾担任修整组组长近三十年，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近

四十年。技艺精湛，亦为我国古籍修复工作及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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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便，提高了裁切速度与质量。 

现如今用于裁纸的刀具已经以美工刀为主，刀片可更换，薄而锋利，自带折断线，刃尖

磨损后可沿线折断便可使用新的刀锋，方便使用，省去了磨刀的工序。而对于裁切批量纸张，

也采购了大型电动切纸机，裁切效率更高（图 8）。 

  

图 7 传统竖刀、弯刀 图 8 现代美工刀 

五、裁  板 

传统的裁板以草花梨木或椴木制成，表

面刨光。但这种工具有它的弊端：走刀过程

会在木板上留下刀痕，使用一段时间需再次

刨平，否则会影响裁纸质量。后有三合板、

五合板代用，当出现过多刀痕后可更换新板，

较木裁板使用方便，但也增加了使用成本。 
现代生产有 PVC（聚氯乙烯）材质切割垫，

双面可用，印有方格刻度，可擦洗。表面硬 
 

图 9 现代切割垫 

中带有柔韧性，附着性强，不易滑动错位，刻、划刀痕均能自愈，可重复多次使用（图 9）。
在目前古籍修复工作中，已完全替代了传统木质裁板。 

六、裁 尺 

用作配合刀具裁切纸张、书叶以及碰齐书口、配合铅砣压书口之用。传统为木质，楠木、

杉木做心，两侧镶竹条，有长短多种规格（图 10）。木尺美观、古朴，但也有一定弊端。因

四季温湿度差异，木料会随之发生收缩变化，必然会影响到裁切精准度及书口垂直度。经过

干燥处理或者使用旧木料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变形风险，但同时制作成本也较高。 

近年来，出现有轻量铝合金材质的专业裁尺，尺面设计有防护槽或挡板用来保护手指，

防止裁切过程中刀片上跳。底部装防滑条，放置于纸面起稳定作用，不易打滑（图 11）。这

种尺子不存在变形风险且经济耐用，现已基本替代传统木裁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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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传统木尺（郑静文所用） 图 11 现代裁尺 

    同时，我们也在寻找更加稳定的木料来

制作木尺，因为在碰齐书口等环节，木尺仍

不可或缺。最终找到曾作为房梁木使用的老

楠木，历经数十年甚至百年，木料已经充分

干燥并稳定，且楠木本身涨缩性小、硬度适

中，是合适的木尺材料。在制作上配合老楠

竹，以工字榫卯结构镶边，稳定耐用（图 12）。  

图 12 新制老楠木尺 

七、补书板 

补书时用作铺垫书叶。传统补书板也称“葛板”，用几层草纸板粘合为板芯，四周用布、

绫包边，两面糊白纸。葛板有其弊端：当表面白纸用脏后，需及时拆换，以新白纸糊面；由

于不易看清补纸覆盖破损处的搭口宽度，修复人员往往需要时常拿起书叶迎光判断再放回去

修补。这些因素想必也对修复效率有所影响。 

现代补书板参考动漫拷贝板设计制作，称作“透光补书板”。面板材质为高透亚克力，

其下设有 LED 灯条，打开时发出柔和光线，置书叶于上，可使修复师轻松看清破损处与补

纸的搭口，大大提高了修复效率。因此成为目前修复组普遍采用的修复工具（图 13）。 

  

图 13 透光补书板 图 14 旧式压书板 

八、压书板 

传统用于古籍装订前压平工序，现也用作修复后书叶的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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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内现存一块七十年代左右的旧式压书板，松木材质，上下两面刨光，十分平整，两端

封有木条并以铁钉固定，牢固耐用。尺寸为 23.2 厘米×32.6 厘米（图 14）。 

现在所用压书板为高密度木质纤维板，其结构均匀、材质细密、性能稳定、耐冲击、易

加工为各式尺寸，成本较低，因而取代了旧式压书板（图 15）。 

 

  

图 15密度板制压书板 图 16旧锥子 

九、锥  子 

是用于下捻、订线之前打眼的工具。有两种式样：上头四方，下尖；上头扁方，下尖（图

16）。传统式样是第一种。1976 年，杜伟生老师在去参观某印刷厂时，见到工人使用类似于

第二种的锥子，只是长度明显短于修复所用锥子，且尖部为钝头。杜老师遂将二者结合，出

现了第二种式样的锥子。扁头锥子最明显的优点是当书册较厚或纸张较硬时，可借用扁头进

行旋拧将锥子拔出，较方头锥子省力。 

如今，这两种锥子均有配备，并根据具体工作需要定制了不同粗细规格。在材质方面，

早期的锥子均为铁质，现所用锥体材质选用经标准化热处理精钢，具有较高的硬度、耐磨性

及韧性，更加经久耐用。 

十、镊  子 

用作撕镊补纸、揭开书叶、挑捡纸面杂物等。 

老师傅们回忆说，过去使用镊子的频率没有当下高。组内现存一把老式镊子，其头部带

有弧度，尾部三角形，中间带有活动卡扣，可根据使用者需要锁定镊头间距（图 17）。但是

其前端镊片较厚，闭合后夹取精度不高，握持手感紧，长时间使用手部会产生明显疲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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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组内老式镊子 图 18 从左至右：弯尖型、细尖型、扁圆形镊子 

九十年代左右，组内采购了一批医用眼科专用镊，作为眼科显微手术用镊，其精度远高

于非专业镊子。有弯头、直头、圆头几种规格，可根据修复需要及修复师个人习惯选择使用。 

由于镊子在当下修复工作中的使用极其广泛，近年来经多种样品试用比对，挑选出一套

精密镊子，其原本作用于精密电子部件、晶片电路片提取等精密操作。在古籍修复工作中，

由于其材质兼备高硬度、高弹性，夹持精密度更高且手感良好，得到了组内新老修复师的肯

定。为满足工作需要，也配备了细尖型、扁圆型、弯尖型三种规格（图 18）。 

十一、铅  砣 

常用于古籍装订中打眼、钉书、扣皮等工序，起到固定书册不移位的作用。组里的旧铅

砣现仍有部分老师傅在使用，其形貌为裸铅块，有些上带提梁（图 19）。 

组内还有一批包木铅块，铅块外包裹楠木。这是 2000 年左右杜老师找到一家长期为我

们馆装订书籍的印刷厂，他们留有大量活字，已经弃之不用，杜老师本想收购当做铅砣材料，

老板竟爽快相赠，而且还帮忙熔成 4—5 斤不等的铅块。由于铅块没有进行打磨处理，需对

其进行包裹。那一时期，正值善本库为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制作书柜、书盒，合作方有

一家专门制作硬木家具的厂商，工程结束剩下了一些楠木边角料，杜老师认为可作为包裹铅

砣的材料，与老板提及此事，竟也得到慷慨相赠。做成的成品棱角磨圆，两侧设计有长条型

凹槽，美观又实用，亦是杜老师设计的结果。 

之后又制作了一批实心不锈钢块，重量、大小不一，表面经磨光处理，同样棱角磨圆并

带有长条形凹槽。 

还有一种压平工具为砂袋。杜老师在 1994 年去日本考察时，看到日本修复师在修复过

程中，将一定量的细小钢珠盛装在布包内放置于修补过后的部位。这种工具的优点是利用钢

珠的流动性及重量，可以完全贴紧原件及修补部位，起到及时固定、压平的作用。 

近年采购了一批直径 2 毫米左右细小钢珠，批量灌入圆柱形布袋中，在修复工作中起到

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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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旧铅坨（左为郑静文所用， 

右为王丽英
①
所用） 

图 20 从左至右：包楠木铅坨、 

不锈钢块、钢珠砂袋 

十二、压平机 

用于对纸张、书叶、纸板等进行压平的专用设备，多配合压书板使用。因其旋紧后可给

予纸张 1000 千克以上的可持续恒定重压，辅助整理成册的古籍、纸张在装订之前压平定型。 

修复组内现有一台老式手动压平机，体

积不大，样式古朴，据说已有百年历史。老

师傅回忆说在那个年代，组里的压平机很少，

修复师常常需要排队甚至“抢占”。如今，组

内的手动压平机基本可实现人手一台，修复

师再不需要排队等待。样式有两种，一种上

方为圆形旋转手柄，一种为直杆式手柄。后

者样式参考了周叔弢先生家藏压平机式样制

造。 
 

与此同时，还采购了电动压平机，按键 图 21 组内现存最早的手动压平机 

操作，无需人力旋拧，重力也远大于手动压平机，一般用于压平纸张或纸板。 

十三、古籍修复便携工具包 

近年来，随着一些重点修复项目的深入开展，国家图书馆高度重视并大力建设文献修复

场所及文献保护实验室，引入大批新型修复设备。诸如电动裁纸刀、纸浆补书机、小型印刷

机、可编程缝纫机、手工抄纸设备等，这些设备将原本需要大量手工操作，且随机性较高的

某些修复环节变得高效可靠，大大提升了修复工作效率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修复质

量。文献保护实验室的成立以及文保专业毕业生的引入，使得在修复用纸等主要修复材料的

辨识环节，由高效准确的仪器检测代替传统的人为判断，极大程度上避免了主观因素带来的

误差。 

① 王丽英（1930—），师承古籍修复“国手”张士达先生，曾参与大量宋元珍贵古籍的修复工作，于

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近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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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着安全至上、最小干预的修复原则，修复材料、工具的演变是渐进而慎重的，

没有得到普遍认可或在实际使用中遭到质疑的，都将暂时搁置。投入使用的工具也需要经过

反复试验、多方论证才最终确定。因此，有些修复工具并没有进行实质改换，例如启子、针

锥、针、毛笔、排笔、棕刷、钉板、木锤、铁锤等工具，只在加工精度、材料质量上进行要

求，原有样式不变。 

2020 年，文献修复组研发定制了一套“古籍修复便携工具包”，其中配备了 22 件常用

必备工具（图 22、23）。考虑到便携性，还专门为其设计了工具包，样式美观，可作为背包

携带（图 24），2020 年 12 月 18 日申请、2021 年 5 月 28 日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专

利证书（证书编号 6594618，专利号：ZL202030781817.3）。     

   

图 22、23 包内工具 图 24 两款外观 

这整套工具包从设计到生产，耗时一年多。修复组老师傅提出指导建议，青年修复师严

格检选，经过数十次磨合，每一件工具都凝结了国图古籍修复师精益求精的追求，并切实符

合当下的修复工作需求。在经典文化推广组的配合下，对工具包的材料选择、里外设计进行

了广泛调研、反复修改，设计巧妙、美观实用的工具包保证了这些工具收纳更安全、随行更

方便。 

每当看到修复组那些老式修复工具，看到它们因曾经频繁使用留下的痕迹，仿佛看到老

一辈修复师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保护着一批又一批的珍贵古籍。如今，这集结成套的工具

已经有业内同行、古籍修复爱好者采购并使用，同时得到了他们的广泛好评。相信它们也同

样可以承载着不变的工匠精神，将古籍修复这一事业代代相承。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组内前辈专家们的大力支持。文中郑静文前辈所用工具由李英老师

提供，王丽英前辈所用工具由边沙老师提供。特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