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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修复是一项历史悠久的
传统技艺，2008 年被列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此，国家
及社会都对古籍修复事业给予了
很大支持与关注。为进一步加强
全国古籍修复工作，2009 年，文
化部在国家图书馆等 12 家具备
较好修复工作条件的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设立了国家级古籍修
复中心。

多年来，以国家级古籍修复
中心为代表的各级各地图书馆、
博物馆等藏书机构在基础设施、
人才培养、修复实践、课题研究
及宣传推广等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
举办多期修复培训班；探索与现
代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
的带领下成立各地传习所；积极
投入修复材料的科研工作；举办
各类修复专题展览、体验活动等。
此外，民间修复机构也为古籍新
生贡献着一份力量。

本期，让我们走进几家有代
表性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多
方面了解“古籍修复”这门技艺，
同时了解现阶段修复工作的难题
及重点。

南京图书馆 2009 年入选全国
首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2014 年被文化部授予“全国古籍保
护工作先进单位”；2015 年获国家
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2015 年再度
入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保护人
才培训基地。

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修复中心
现有面积 1000 平方米，是目前国内
面积最大的古籍专业修复室之一。
根据古籍修复工作特点，整个区域
科学划分为修复工作间、专用纸库、
设备实验区、展示交流培训区等四
大功能区。各种配套的修复设备、

纸张检测设备、修复材料和工具较
为齐备。修复中心紧邻馆藏古籍书
库，方便提取待修古籍及归还已修
复古籍，最大程度地保证古籍出入
库的安全。修复中心现有专职修复
人员 16 名，以老带新，年龄结构
合理，也是目前国内公共图书馆古
籍修复岗位最多的单位之一。

历史文献修复中心有较强的
业务能力，年古籍修复量 2 万余
叶，还启动了馆藏珍贵古籍修复计
划，以珍贵文献修复项目，带动古
籍修复能力与水平的不断提高。此
外，该中心积极开展纸张实验有关

科研；对全省古籍收藏单位进行业
务指导；推进古籍修复外包工作，
让民间的专业公司参与古籍修复工
作；继续与莫愁中等专业学校、金
陵科技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联合
办学；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
举办古籍修复专业技术培训班，持
续开展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作；并
延伸与莫愁中等专业学校的合作，
推行古籍修复劳务人员派遣。同时，
大力开展古籍保护与古籍修复宣
传，举办各类专题展览、修复专题
活动，通过多种方式“让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山东省图书馆是全国 12 家“国
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12 家

“国家级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
之一、23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
艺传习所”之一。

现 修 复 中 心 有 青 年 修 复 师 8
人， 外 聘 专 家 2 人。2008 年 底，
特聘全国知名修复专家潘美娣女
士及山东省档案馆从事修复工作
28 年的邱悦玲女士从事古籍善本
修复暨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工作。
2010 年 7 月，修复中心的 7 名青
年修复人员正式拜潘美娣为师，
2011 年 11 月，传习所挂牌成立。
除手把手传习之外，修复人员共

参加国家级各类修复培训及学术、
实践交流活动近 30 期（次）。

2010 年至今，该中心共运作
了 5 项修复项目。尤其是 2010 年
启动的宋刻本《文选》修复重点
项目，运用项目管理的理念，引
入专家论证会制度，建立试修本
制度，预做装帧形式，建立完备
的修复档案，以科学检测为依据，
建立科学报告制度，实现七大创
新，开创了国内进行科学管理修
复一级古籍的先河，成为国家古
籍修复的经典案例，在全国推广。

2011 年，山东省图书馆打造
了“册府琳琅”展厅，定期举办

珍贵古籍特展。古籍修复人员在
展览现场进行修复技艺展示及各
种修复技艺体验活动。2016 年，
在全省启动“古籍修复站点网络
建设”，目前已完成第一批修复
站点的申报、评选、挂牌，并开
展修复工作。自 2012 年起，修复
中心共承办国家级古籍修复培训
班 3 次，并于 2016 年启动“山东
省古籍修复初级导师初级学员培
训计划”，由 6 位青年修复师作
为初级导师，对首批山东省内 11
家古保单位的 11 位初级学员进行
培训。培训期为 3 年。2017 年已
完成两期一个月的培训。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国家级古
籍修复中心拥有一支以古籍修复技
术和纸质类文物科技保护等多学科
复合交叉的专业人才团队，包括专
业修复人员 10 人、文物科技保护
人员 3 名，其中，高级职称 1 名、
中职职称 3 名（又其中：博士 1名，

硕士 2名）。
中心总面积 470 平方米，由传

统修复工作室和科学实验室组成，
拥有专用的古籍文物消杀间和手工

纸纸库，2009 年分别获得文化部颁
发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称号
和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纸质类可移
动文物修复资质”。古籍修复数量
连续十年占浙江省前列，在完成天
一阁馆藏“双璧”明代科举录和地
方志修复工作的同时，还对部分馆
藏珍品进行了修复保护，如明乌格
抄本《天圣令》《夜航船》及明刻
本《西都杂例》等。该中心还对外
承接纸质修复项目，进一步打响了

天一阁古籍修复中心的品牌影响力。
此外，作为浙江省非遗项目传

承基地和宁波市科普基地，天一阁
博物馆古籍修复中心面向广大市民
开展寓教于乐的“大美·古籍”系
列活动十余场，融合非遗技艺和古
籍文化，影响深远。2016 年，天一
阁古籍修复技艺入选第五批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17
年，天一阁古籍修复师王金玉获评
省级非遗传承人。

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为
2009 年全国首批挂牌成立的国家
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 , 多年来专注
于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建设，现有
专职修复人员 10 人，拥有国家级
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称号 2 人。
历年来完成大量各类珍贵古籍文
献修复任务，包括民国文献、西
文文献、书画碑帖等。古籍修复累
计总量达到 19733 册 1095543 叶，
约占全国古籍修复总量十分之一

以上。所有修复工作皆本着“抢
救性修复”“整旧如旧”的原则，
力求保证文物安全，延长古籍的
保藏时间。

为延续中国传统古籍修复技
艺的传承与发展，上海图书馆作为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多年来定
期举办上海市古籍修复技能竞赛，
为上海地区的青年古籍修复人员
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同时多次
举办面向全国修复人员的修复研

修班，上海图书馆导师赴各省馆
协助建立古籍修复中心，提供教
学师资力量支援。

在古籍修复技术的基础科研
方面，上海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
中心引进纸浆修复机、显微纸张
纤维分析仪、色相分析仪等设备，
学习借鉴世界先进修复科研成果。
并为解决古籍虫害难题，自主研
制防蠹纸系列产品，被国内多家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运用。

南京图书馆：多岗多人频结硕果

山东省图书馆：创新制度开创先河

天一阁博物馆 :一个品牌连接内外

上海图书馆：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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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前，在北京图书
馆（现国家图书馆），18 岁
的刘建明就已经开始跟着师
傅张士达学习古籍修复了。
“我是 9 月到馆，11 月就被
安排跟着张士达老先生学习
古籍修复。刚开始对古籍修复
一点概念都没有，觉得好像就
是修修补补的，像个裱糊匠，
可是真干起来，知道自己手
底下的是珍贵文物，跟粘补
其他东西时的心态就不一样
了……”刘建明记得，那时候
正是爱玩的年纪，一坐下就像
凳子上有根针似的，老想动一
动，完全无法静下心来。后来
在做的过程中，发现一本破破
烂烂的书通过自己的手变得
整齐，有了一种成就感，慢慢
就喜欢上了，而且越来越觉得
有意思。

回想起这些事，刘建明最
大的感慨就是：人只有知道自
己要做什么，才能静下心来。

“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会儿
就好多了，现在每年都有一到
两个大学毕业生到国图修复
组工作，他们来之前就知道古
籍修复是怎么回事，而且本身
也喜欢，所以一般来说，都能
坐得住。”

修复需长久实践，
不是短期培训能做到的

近些年，古籍修复作为一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越
来越多的人所认知和了解，也
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参与。而
国家图书馆与地方各级公藏机
构，也举办了很多古籍修复类
培训班，培养了很多修复人才。
在刘建明看来，这是一种进步，
但远远还未能达到人才培养的
要求。回想起自己的从业经历，
刘建明觉得正是跟着师傅的那
段时间，慢慢形成了一套正确
的操作办法，以及对这项工作
更深入的正确认识。

张士达老先生在“文革”
中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后来虽
被请到北京图书馆，但因为家
人都在南昌，在带领包括刘建
明在内的三人学了一年修复
后，就又回到了南昌。“为了
真正掌握古籍修复的技巧，当
时我们还跟着师傅去南昌学
了一年，经过这两年的学习，
在长时间的动手操作中慢慢
积累经验，才能熟练，能放心
地独立进行操作。”刘建明说，
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长时间
跟着师傅实践，能够比较系统
地学习师傅的理论和技巧，而
培训班的模式长的两三个月，
短的也就半个月到一个月，学
的就是一点皮毛，回去就不知
道怎么干了。“领导不知道他
们学的程度，也不敢让他们放
心上手实践，这样越不做就越
不知道怎么做，也就又生疏
了。”正因为大家越来越意识
到培训班这种模式的缺陷，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从 2014 年起
积极探索以国家古籍保护人

才培训基地、国家级古籍修复
技艺传习中心为依托，加大与
高校合作力度，建立古籍保护
学科体系，培养古籍保护专业
人才。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级
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并在
全国设立了 20 余家传习所，
以师带徒的形式，培养古籍保
护修复骨干人才。

枯燥工序，
打磨“工匠精神”

古籍修复师的工作，就
是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就
像医生给病人看病，古籍修复
就是给古籍治病，让古籍重新
焕发光彩。”刘建明说。从事
古籍修复工作的三十多个春
秋里，刘建明参与完成了敦煌
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
献、样式雷等多个重大古籍文
献修复项目。

“这本书被虫子从上咬
到下，补了纸，就变高了，这
时候就要捶一下。”刘建明一
边介绍，一边顺手拿起喷壶，
朝一本已补接好的书封喷水，
用两块大理石压书板压在上
面：“压上两三天，就平整
了。”喷水压平这道工序看似
简单，其实很有讲究。“应该
用多大劲儿，喷出的水是雾状
还是水珠状，为什么喷在衬纸
上而不是书页上，这都是需要
经验的，都会直接影响到书页
的平整效果。”刘建明说。

一本古籍的修复，需要
哪些程序？“建档，做修复方
案，配纸，补洞，喷水压平，
折页，捶平，上压力压平，齐
栏，最后是装订……这个过
程中，相对比较有难度的就
是齐栏。古籍都有一个书框，
有天头地脚，一般情况下，想
要弄齐首先要把口墩齐，有些
书页大小不一样，那就要把地
脚的书框弄齐，这个比较考验
功力，有时候你把口对齐了，
栏就不齐了，栏齐了口又不齐
了，都是一些需要经验技巧的
活儿。”刘建明说，每一部书
从拿到手到修复完成，都要经
过这十几道工序。“甭管哪个
年代的书籍，其分类可能不一
样，但对于修补的步骤却都是
一样的。”也正是这一遍遍看
似“重复枯燥”的工序，才打
磨出了修复者的“工匠精神”。

刘建明在 2016 年被评为
“全国技术能手”，在他看来，
工匠精神是一种追求，只有
在认真工作中能干出成绩来
的人，才能算得上具备工匠精
神。在几十年的修复经历中，
最让他有成就感的是在西夏
文献的修复中，首创“挖镶法”
进行残片的保存。“西夏文也
是方块字，看着好像都认识，
其实哪个字都不认识。事实
上，全国懂西夏文的人加起来
也就十来个，所以在修复中，
大片的修复完成后，剩下的残
片就需要先集中起来存放，等
专家过来，辨别清楚才会进行

复位粘贴。”刘建明介绍说，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比如修敦
煌遗书的时候，是把残片集中
到一个文件袋里，但这样处理
既占地方还不好看，所以在做
西夏文献修复的时候，他想了
个办法：根据残片大小，先在
线装书的书页中“挖”出相应
区域，再把残片“镶”进去，
这样保证了书页的基本平整，
不会像粘贴剪报一样凹凸不
平，而且美观又便于翻阅。

集中精力、耐住性子，
才会有成果

古籍修复不是个轻松的
活儿，长时间的伏案细致工
作，对于颈椎是很大的损伤；
注意力高度集中地盯着一个
小地方，眼睛也极度容易疲
劳；此外，书籍发霉絮状以
后，一旦拆开就会有很多纤维
散发出来，肉眼看不到，可是
进入口鼻是极为难受的……
所以，对于修复者来说，最重
要的就是对自己的工作有正
确认识。“修复师就是古籍医
生，医生给人治病，我们则是
给书治病，通过自己的手把书
修好了，那就是一件特别高兴
的事儿。”刘建明说，现在
国家对保护和修复非常重视，
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工具设
施都尽量做到最好，这种伤害
也就减少了很多。“以前做修
复就是拿个碗、拿根笔，补书
的时候有那种小眼，放桌子上
看不见，得拿起来对着灯光或
日光才能看到，现在有了透光
板，把灯一开，直接就能看见，
很是简便。”

除此之外，修复过程中所
使用的一些材料，比如糨糊，
以前都是修复师自己洗，“要
先去掉面筋，只剩下粉子，再
拿水冲一下”，现在已经有了
现成的粉子，“这样一来就节
省了一些程序，提高了效率”。
刘建明说：“补纸也是这样，
以前我们留了一些老纸，但肯
定是越用越少的，现在就是使
用一些厂家做旧的纸，他们会
使用一些矿物质颜料进行染
纸，尽力保持颜色上的匹配，
还能保持长时间不褪色。”

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古
籍修复条件已有很大改善，很
多过程变得简单，但唯一没有
变的就是：要做好古籍修复，
就要有耐心，能够坐得住。

“做古籍修复需要注意力高度
集中，有时候一坐就是几个小
时，静不下心来，十分钟起来
一次，这活儿就干不好。”刘
建明开玩笑说，“古籍修复者
虽然都是好性子，但每天跟古
纸打交道的并不代表是老古
板，工作中能静下来，生活中
能玩起来，才有意思。”刘建
明平时喜欢钓鱼，这可以说是
更能练性子的活动，用他的话
来说，刚开始是鱼钓人，后来
才是人钓鱼，“就跟修复一样，
耐住性子才会有成果”。

在
重
复
中
探
索
，
在
枯
燥
中
打
磨

妙
手
刘
建
明
：

18 岁学修复，拥
有近 40 年的修复经
历，参与完成了敦煌
遗书、《永乐大典》、
西夏文献、样式雷等
多个重大文献修复项
目；把手里的每一片
纸都看作珍宝，首创
“挖镶法”保存残片，
2016 年 被 评 为“ 全
国技术能手”……在
一遍遍看似“重复枯
燥”的工序中，打磨
着“工匠精神”。他
就是国家图书馆古籍
修复师——刘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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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外界准入制度，一边又面临
着人才难求、材料难找的难题，范晓榆
表示，真正愿意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
耐心的人难招，而招来的人能不能满足
对方对职业的期许也是令他头疼的一个
问题。“其实古籍修复是一个挺辛苦的
工作，是一个需要长时间伏案工作的细
致活儿，就按正常的八小时工作制，每
天做完都是腰酸背疼，眼睛难受，比较
辛苦；但在相应的劳动报酬上却没办法
达到年轻人的预期。”范晓榆介绍说，
在北京，一般来说，如此强度的工作，
年轻人对月薪的期许可能在一万五到两
万元，可按目前的修复收费标准，肯定
是达不到的。“举个例子，一个有五年
经验的修复师，按照中等破损程度的
古籍来说，一个月也就做 300 页左右，

要达到月薪一万五，一页就得收到 50
元，这才能供给如此水准的工资部分，
可除了工资外，还要有材料、场地、管
理等其他费用，那至少需要再往上浮动
30%，每页加 15 到 20 元钱，也就是每
页 70 元……这个价格是市场完全没办法
承受的，实际上能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才是现实的状况。”

以前，公藏机构的修复人员走的都
是工人岗位，没有职称一说，自然在待
遇上就差了很多，经过这么多年的呼吁，
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存在了。可是对民间
修复人员来说，压力依然很大，报酬远
远跟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后来我们
转变策略，都是招一些成过家的，毕竟
他们生活需要稳定；还把一些普通的修
复工作放到了山西，大家都需要生活，

不能说一辈子在北京租房子，或者在公
司住宿舍，这都不现实。”

除人才难招之外，材料也是一个古
籍修复工作中的“拦路虎”。比如，古
籍用纸很复杂，有些可能需要用到一些
特殊的纸，“有时候你把存的所有老
纸新纸都翻一遍，还是没有合适的，那
只能全国各地去找”。范晓榆举例说，
古艺山房今年做了一部西夏文古籍的修
复，总共也就十来页，但仅仅找补纸就
反反复复找了将近四个月，每次找到了
觉得差不多，回来一比发现还是不行。
这部古籍所用的是西夏当地的一种纸，
比较粗糙，加上经年日久，纸的纤维已
经掉得差不多只剩下骨架了。“修的时
候，一张就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范晓
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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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5 年至今，北京古艺山房文化
艺术有限公司做古籍修复已经有十几年
了，负责人范晓榆是艺术设计专业出身。
受亲戚的影响，他很早就接触并喜欢上
了古籍收藏和修复。一开始，他在太原
理工大学美术学院的古典艺术研究中心
做教学与古籍修复工作。“大概是 2004
年，当时的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门的李
东溟先生到山西征集拍品，关注到我们
的修复工作，觉得修得不错，就建议我
们到北京做这项工作。因为当时北京市
文物局有不少古籍都是送到沈阳和上海
修，每次运输的安全问题都是个麻烦事
儿，所以想从北京找一家专业的修复公
司。”得知这个情况后，范晓榆当年就
在北京购置办公场地，并于 2005 年初成
立了北京古艺山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古艺山房不光为藏书家服务，也为
首都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中国民族
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众多公
藏机构修书，在业内有口皆碑。“公司
的主要服务对象还是公藏机构，这些机
构对修复程序和质量上都有更严格的把

关，所以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只有认真地越做越好，才能一直做下去。”
范晓榆说，用态度和技巧积累起来的口
碑，对于民间修复公司来说才是最真实
的品牌。

“私人藏书家和公藏机构对于修复
的要求有时候是不一样的。”范晓榆说，
古艺山房作为民间修复机构，需要根据服
务对象的不同需求来设计修复方案，比如
公藏机构一般要求恢复原状，“修旧如旧”
是他们遵循的原则。而私人藏家除了有恢
复最初面貌的要求外，还会因为个人审美
或者使用上的一些偏好，要求做一些修饰，
“比如，如果书籍的开本太小，给人感觉
很局促或者影响阅读，我们就会在藏家同
意的基础上，做一个金镶玉（古籍修复者

在对古籍进行修复时，根据古籍的现状和

破损情况，而采取的一种装帧形式）；如
果书籍太薄，翻阅不方便，就会加衬纸，
让它厚一点。这些都是有的”。尽管在进
行古籍修复时，所坚持的一项最重要原则
就是“整旧如旧”，但在具体的修复过程
中，还会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

根据古籍的实际情况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和
修复手段，一方面使得原书能延长寿命、
长久保存，另一方面满足书主人的个性化
要求。

除了古籍之外，古艺山房还有针对
其他纸质文物修复的相关部门，每个人
都有具体的主攻方向。比如古籍分线装、
经折、特装（包括蝴蝶装、包背装等），
书画则分卷轴、册页、碑帖等，术业有
专攻，争取让手下的每部作品都得到专
业的修复。

十几年来，古艺山房每年最少要做
三四套宋元古籍的修复，但无论这些古
籍价值几何，收费都是依据国家图书馆
制定的残损定级标准，和实际操作的难
易程度，按照页码定价。“比如，即使
是同一年代同一地方的古籍，也可能纸
张有所差别，那找补纸的难易程度就会
不同，另外，残损程度不同，修补所用
的时间也就不一样，所以还是要根据具
体情况来定价。总的来说，有一个大标准，
但是具体到每一部书，还是要具体来定
的，主要还要看修复人员所付出的劳动。”

“这些年，国家充分意识到古籍保
护修复的重要性，在国家规划及政策制
定上都有所倾斜，但从我的感觉上来说，
公藏机构的修复经费反而有所下降，以
前一个馆的修复经费可能有几十万、上
百万，现在好像也就一二十万吧。”谈
到这些年民间修复公司的生存状况，范
晓榆说。这几年北京房价疯涨，在北京
生存成本急剧上升，人才流失加剧，这
也造成了公司在北京经营的困难，古艺
山房目前只有十几个修复人员。“我们
现在把大部分的人员和工作放到了山西
基地，北京只负责处理一些难度较高、

工艺较复杂的工作。”
“除此之外，现在公藏机构对修复

者的要求越来越高，修复机构需要参加
竞投标才能拿到修复项目。对于参加投
标的公司，也有一系列的标准要求，比
如修复场地、机器、修复人员资质等。”
范晓榆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正规化
是应该的，可按照现在的要求和标准，
估计就只有国家图书馆能做了。”如今，
大量珍贵古籍文献都在公藏机构收藏，
在修复、整理等方面自然需要一个标
准，可若对各类修复机构都执行这些标
准，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范晓榆说：“公

藏机构从业者可以评职称，可对于民间
从业者来说，有什么渠道可以参评呢？
当然我觉得实际上也没必要，古籍修复
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个传承的事业，过
多设置门槛，反而会使得行业‘水更深
了’。”对于民间古籍修复来说，也许
遵循市场优胜劣汰的原则更为合理，用
范晓榆的话来说，口碑才是最真实的。
“把东西做坏了，你也许能蒙一个人、
两个人，但是蒙不了八个人、十个人，
自然很快就会从行业里被驱逐出去。所
以，有什么样的资质都不如做好每一次
修复。”

作为一个修复工作者，应该具备哪
些素质呢？对此范晓榆别有见解。他说：
“修复者首先要有一颗仁者之心，要像
医生一样，看到病人起码有一份怜悯；
然后要能静下心来，望闻问切，得把问
题弄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最后还要
掌握熟练技巧，能够制定合适的修复方
案，采用合理的修复方法，来把这个‘病
人’调理好。”除此之外，在范晓榆看
来，古籍修复不仅仅是一个手艺活儿，
它还是一项艺术性的工作，所以有一颗

爱美之心也很重要。“我是学设计的，
家里也算美术世家，所以会从艺术的角
度来考虑问题，比如说颜色的配置。可
能对于大部分修复者来说，技法上没问
题，找一个差不多的纸补上就好了，但
在我看来，那就像一件漂亮的衣服，原
本是蓝色的，却在一个小洞上打了个浅
蓝色的补丁，完全破坏了整体的和谐感，
所以我要找与原书很相近的纹理、颜色，
更有效地来解决这个问题。”

古艺山房的修复人员大多毕业于太

原理工大学美术学院。对于人才的选择，
范晓榆说，一方面要看他们能不能静下
心来，另一方面需要他们有一点美术基
础，而具体的修复技巧还是次要的，这
可以后期培养。“其实，所有人员进来
以后，都要经过三年左右的培养，才能
让他独立完成修复工作。即使是修复专
业的毕业生，在修复理念和技法上也存
在很多问题，需要重新培养。”对范晓
榆来说，民间古籍修复需要得到更多人
的关注和加入，这也是他新一年的期盼。

问题：人才和材料“难找”

民间修复：服务公私藏　满足个性化需求

现状：民间机构做修复面临门槛高难题

从业者：要有一颗仁者之心和爱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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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参与了一套《豫变纪略》
的修复工作，该套古籍破损情况比较严重，
针对其开展的修复工作也较为复杂繁琐，
从制定修复方案到最终装订成册耗时四个
多月。

前期：认定破损等级

《豫变纪略》共一函四册，明末郑廉
著，史部，是记录明末流寇事迹的重要史籍。
此套书为清刊本，收藏于北京市委党校图
书馆古籍部。书籍尺寸为：长 25.8 厘米，
宽 16.8 厘米，每册页数在 70 页左右，内页
为竹纸，酸化泛黄，书皮为宣纸，上面有
墨笔题书名。

由于以往保存不当，文献的虫蛀情况
非常严重，穿透性的蛀洞在整套书上已连成
片，粗略估算，虫蛀面积约占全书的 70%—
80%，书口全部开裂，有的部分甚至轻微翻

页也会导致成片纸张的脱落。书脊内侧还
有蛀虫的排泄物等残渣，破损部分粘连。

在与修复组组长及同事们共同协商之
后，根据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定级标准，
结合这套《豫变纪略》的善本价值，将其
定为二级破损，属于重度破损的文献，需
要进行抢救性修复。

操作前：制定修复方案

古籍产生虫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温度
与湿度不符合保存条件而造成的。因此，
在实行修复之前要先进行低温杀菌处理，
将书置于零度以下的环境，彻底杀死内部
的书虫及虫卵。

有虫蛀的文献通常也伴随着污渍和粉
尘。按照传统修复步骤，应先拆开书页清洗，
再做修补，但鉴于这套书的虫蛀面积过大，
纸张缺乏韧性，不适宜冲洗，所以改为使用
干净潮湿的排刷拂扫书页，去除上面的灰
尘，待修补完蛀洞后，再喷水进行深度清洁。

这套书的纸张薄软，大量的蛀洞已造
成部分残叶脱落，因此也不考虑使用纸浆
补书机，而是全程采用手工补页、喷水压平、
加书皮、护页、并重新装订的方法进行修复。

修复：拆洗、补页、压平、装订，
全手工

具体的修复从拆开书页，清扫污渍，
检查墨迹是否溶水开始。

经过几周的低温冷冻之后，先进行书
页的拆分，第一册的破损尤为严重，成片的
虫蛀贯穿整册书，需要用针锥和镊子小心地
拨开每页蛀洞的接口处，才能将纸张分开，
在揭页的过程中，不时有带文字的纸片儿从
中脱落。这些掉落的纸张要编好号放在一
旁，待修复书页时再贴补回去。书页揭开后，
使用干净潮湿的排刷轻扫，去除污渍尘土，
为下一步的补页做准备。

书皮上的书名是墨笔写的，湿水后证
实不会跑墨，可以用水直接清洗。

之后，就是利用透写台进行补页。
一般补页的方法是将补纸覆在书页上，

用毛笔蘸水，沿破损痕迹划出需要的补纸范
围，再撕下补纸、用浆糊粘上，这种方法能
够保证补纸与破损搭口的衔接处不会太厚。
但这套书的破损范围较大，虫蛀密集且相
互穿插，当补纸覆在上面时看到的蛀洞是
连成一片的，无法区分边缘。所以要利用
透写台来辅助工作，提高了修复的准确性。

书页的破损面积大，因此需要将补纸
分成几部分撕下来，再粘贴于蛀洞上。一页

补好后，还要从最初扫书时掉下的纸张里查
找有没有脱落的地方，将脱落的部分粘上，
纸张上有印字，所以除了注意对齐接口的
位置，还要考虑字迹比划的衔接。这些脱
落的纸张大部分都是用镊子一点点拼上的，
修复速度较之以往慢了许多。

补页完成后，就是喷水压平及捶书。
《豫变纪略》的修复主要在于补页，

原书页加上补纸，修补后的书页摞在一起
显得有些厚，用手摸上去，明显感到补过
的地方凹凸不平，因此还要进行捶打压平。

捶书，是指用平头锤子反复捶打书口
和书页上有补纸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让补
纸与书页的接口处更加平整，也是修复工
序中的重要一环。捶书时一次不能捶太多
页，每次摞在一起的书页最好不超过 10 页，
像这套书修补的地方很多，捶起来更是一
个力气活儿，从中间到边角都要反复敲打
使其平整。

捶平书页后，继续喷水压平。
书页压平后，就可以进行最后一道工

序了——加书皮、装订。
原书皮的纸张材质是仿古宣，随年代久

远颜色偏土黄色，质地比起内页更加酸化酥
脆，但纸张较厚，上面写有标题，必须予以
保留。修复方法：先用清水浸泡，洗去覆盖
上面的灰尘。与此同时，染了一批与书皮颜
色相一致的纸张，用以修补使用，修补破损
后，再在背面托一层皮纸作为加固。

装订时书皮与内页之间加衬纸，书衣外
再上一层书皮纸，加强对文献的保护作用。

最后修剪边角，缝线装订。

思考：坚持传统技法的基础上
不断探索

回顾整个修复过程，主要难点在于：
虫蛀面积大，书页纸张松散脱落。因此每
一页的修补都需要花费很大精力：撕补纸、
溜口，对齐书页纸张。修补完一页几乎需
要一个小时以上。传统的手工修复方式下，
速度很难提高，但在技术水准和修复质量
方面可以更加细致，不会漏补一个地方。

在修复期间，也曾和其他单位的业界
同行交换过意见。类似这样残破的书籍，
有些修复人员采用全部托裱的方法使其展
平，修复速度大大加快。可这样一来，会影
响书籍原有的纸张韧性和纸张的文物价值，
并不十分可取。

另外还有一些更新颖的修复方法，听
中友修复公司的一位老师介绍，他们用纸
浆来修补大面积蛀洞。大致的方法是：先
将补纸打碎成浆，铺在需要修补的位置，
再干燥压平。这有点类似于手工的纸浆补
书技法。它的优点是补纸搭口很窄，缩短
了捶书的工序，有利于书页的展平。这种
修复方式很有创新，但我们只是听闻，未
经证实不敢贸然试用。

自古籍修复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以来，各级领导对古籍修复给予了深切
关怀，政府也给予了很大的投入，比起老
一辈的修复工作者，我们现在使用的修复
工具更加正规标准，也更加多样化，例如
利用透写台这样专业的设备，大大提高了
修复的工作效率。

但就目前来讲，古籍修复的工作还是
多以手工操作为主，传统的技术技法经过很
多代人的实践积累，具有稳定性和可逆性，
是古籍修复的主要方法之一。面对各种不
同情况的破损，如何进行对症下药的救治，
仍是我们修复人员需要不断探讨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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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汁的纸上行旅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宋　鑫

近年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工作
期间，我除参与多项纸质文物的保护
修复项目外，还与“石头图书”有了
一点接触。从馆藏的碑碣刻石，到野
外山林深处的摩崖与洞窟，于我而言
都是不可复制的宝贵经验和历练。

文献的载体形式众多，在没有纸
张以前，石板封泥、陶器砖瓦、钟鼎
甲骨、简牍缣帛，还有植物茎叶以及
动物皮层等都曾被作为书写材料。这
些文献载体受限于自身条件，多数不
方便携带和传阅。造纸术发明与推广
后，纸张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在不断
的改进中，也推动了书法与绘画的发
展；而墨的发明与广泛使用，也使得
传拓获得了重要的条件，这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纸质文献的实用价值与艺
术价值。

传拓是指用纸和墨将铸、刻在器
物上的文字或图案拓印到纸张上的技
术，根据传拓对象、拓印材料、拓印
技法、着色效果等又有多种分类，传
拓技法难易有别，拓片效果各异，如
有乌金拓、蜡墨拓、蝉翼拓、彩拓、
全形拓等。传拓的成品称为拓片，拓
片通过修裱装帧成册即为拓本，或称
打本、脱本、蜕本等。石刻文物是我
国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
保护也一直以来面临着人为因素与自
然因素的严峻考验。

巴蜀地区的石刻文化遗产丰富，
但“蜀道难”，一些“石头图书”多
年来一直被隐匿在人们难以寻踪的位
置。2016 年 3 月，我与同事一行五
人应邀参与达州市文化帮扶项目，项
目要求对万源市石窝乡古社坪村的一
处野外摩崖石刻文物进行拓印工作，
该石刻曾在 1991 年获批为“四川省
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带着宣纸、墨
汁、喷水壶、毛巾等大包小包的工具
材料，经过数小时的高铁与半日颠簸
蜿蜒的汽车旅程后，再徒步穿过一大
片田埂和杂草丛林，几经辗转，才抵
达了目的地。那一刻觉得兴奋又疑惑：
这里曾经是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重
要的事件？谁在这里留下了文字？又
是谁发现了这里？寻宝似的充满好奇
和激情。

岩刻内容距地面约 4 米高，岩体
面前几米外砌有一座用于观瞻的水泥
楼台，当地工作人员提前为拓印工作
搭好了用树干和木板支撑的简易搭
架。当我颤巍巍地爬上架子近距离看
到和触摸到岩石崖壁上的文字时，一
种敬畏之感油然而生。

这处摩崖石刻题记名为《紫云
坪植茗灵园记》，刻于北宋大观三年
（1109），记述了王雅、王敏父子于

北宋元符二年（1099）从福建引进茶
树种植的史实。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时
间最早、保存最好的记述种茶历史活
动的岩刻。全文以阴刻自右向左竖行
行文，标题为隶书、正文为楷书，石
刻幅长近 2.5 米，宽约 1 米，虽有岩
石本身的纹路和斑驳风霜的石质表
面，但崖壁本体状况良好、字字清晰
可见，能够感受到原作的笔力遒健与
精湛刻工。古人对此刻石的选址也颇
有讲究，石刻文字的上方有一块伸出
头的岩石，就好像屋檐一样为它遮风
避雨，使它历经了九百多年都能保持
完好。

我们测量好幅面尺寸后将纸张裁
好润湿，并把岩石表面的灰尘泥土稍
事清理，在空中木架上先来回踱几步，
试试怎么站才方便操作。脚下的木板
条间有手掌宽的间隔且有坡度，由不
得手上拎太多东西，上纸时三四人一
齐上阵，拎纸、刷纸、递毛巾等都要
配合好，必要时嘴巴帮忙叼下棕刷。
整个上纸过程需要又快又好的让纸张
先附着固定，再一遍遍排实、刷出字
口。从手臂至达指尖的控制刚柔并济，
腿上姿势也是变换着的，肌肉持续紧
张状态下，我的腿会在换步时偶尔哆
嗦一下，刷纸和拓印的动作强度太大
后也会觉得酸疼。但我们必须争分夺
秒，时间上耽误不起，因为对于野外
碑碣刻石的拓印需要更多的考虑自然
因素，诸如交通、天气、地势等，制
作拓片的过程也往往需要不少时间。

制作幅面较大的拓片其实是很
辛苦的一件事，且不说物体是在什么
样的位置、环境，是平面为主还是浮
雕造像，光是它够大这一点，就足以
让我们制作起来筋疲力竭。去年，在
应邀前往广元市苍溪县参与清代洞藏
摩崖书法石刻“寻乐书岩”的文物拓
印 工 作 时， 有 一 幅 8.8 米 长，2.2 米
高，共 2160 多字的书法石刻，我们
一行四人在本地两位工作人员的协助
之下花了大半天时间才一起完成了这
件巨幅的拓制，上纸、刷纸、拓印、
揭取，每一步都比拓印小物体要繁复
很多，对我们的体力也是一大考验。
不禁感叹古人之精神，如何在那个时
代做到这样大工程的劳动！用现在的
流行语来表达，那真是要为他们“打
call”！

刻石之风流行于秦汉，极盛于东
汉，下及各代。不同时期所拓制的拓
片都将是历史画面的一帧，如果历史
能够倒带，那墨与纸融合的技艺便是
最接近真实的影像，而每一位文物保
护与修复工作者都将赋予其不凡的生
命力。

善本《豫变纪略》修复记
□首都图书馆　王　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