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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而外，时隔 38 年，
嘉业堂完成了又一次大修
本报讯（记者刘晓立）今

年春节期间，位于南浔古镇的嘉
业堂藏书楼修缮后重新开放。
嘉业堂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私家藏
书楼，是晚清藏书家刘承幹于
1924 年建成，因宣统帝赐“钦
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命名，现为
浙江图书馆的一部分。

2019 年 11 月 23 日， 藏 书
楼主楼开始全面闭楼改造，原定
于 2020 年 12 月完工开放，因疫
情拖延工程进度，于 2021 年底
通过文物相关部门的验收，开放
时间刚好推迟了一年。据这次大
修的见证者、浙江图书馆地方文
献部副主任郑宗南介绍，这次大
修是继1984年后的再一次大修，
涉及藏书楼屋面整体翻修、大木
构架剔补和加固、外墙面修缮、
搁栅加固、地砖加固、明瑟亭修
缮等 19 项工程。

外修：让建筑整体更坚固
100 多岁的藏书楼，经过勘

测，发现之前有了倾斜，所以整
体需要一次大的翻修和加固。比
如大木构架，经过数十年上百年，

木料已经老化，这次进行了加固
和剔补。瓦片有的用的时间长了，
有破掉和塌陷的地方，也都换掉。

按照藏书楼一贯的布置，
之前，不少藏书存放在二楼。因
为原先技术不发达，二楼通风、
防潮条件好。但是岁月漫长，楼
上的东西太重，建筑主体也发生
了一定角度的倾斜。为了给藏书
楼减负，这次翻修后，藏书和雕
版存放进行了调整。除了搬到一
楼外，部分藏品运到了杭州。其
中“雕版原有 20 万片，15 万片
浙江官书局的运到杭州，5 万片
原属于嘉业堂的留下”。

内修：让建筑主体更健康
这些“外科手术”，让建筑

整体更坚固，同时，一些“内科
手术”也让这一建筑主体更加健
康。比如整个藏书楼装了摄像头，
可以无死角地覆盖每个角落，同
时安装了电缆报警装置，限定区
域内如果有人闯入，系统会自动
报警。此外，下水系统也进行了
整体更新。

“整容”：保留百年藏书楼
韵味

除了“内外科手术”，嘉业
堂还经历了“整容手术”。嘉业
堂毕竟是百年建筑，外表苍老，
掉漆、褪色、脆化等问题，这次
也一并修复了。比较典型的是正
厅上挂的“钦若嘉业”牌匾，这
是宣统帝赐的，也是嘉业堂名字
的来源。此次大修后，牌匾上的
字按照原来的工艺重新进行了修
补。字是用金刚砂粘上去的，古
代用的黏合工艺是用糯米和明
矾，这就是堆砂技术。这次也是，

先加上传统的黏合材料，再补上
金刚砂，四个大字恢复了神采。
其他如外墙面修缮、家具擦亮、
门窗刷漆……很多精细工作，都
是手艺人来现场完成的。郑主任
表示，这次大修是非常小心地“修
旧如旧”。比如瓦片，没有坏的
继续使用，并没换新；墙上的部
分青苔不影响，也没有完全清理
掉，既节省成本，更重要的是保
留了百年藏书楼的韵味。

功能改造：更直接服务读者
这次大修之后，部分之前不

开放的房间，将开放书柜参观。
郑主任表示，古籍放在书柜里，
将像博物馆一样，让大家可以隔
着展柜看到里面，让大家了解当
年藏书家藏书的氛围，了解当时
的藏书情况。

此外改动比较大的是辅房。
除了与主楼一样整体加固、美化
之外，之后的作用将改变。辅房
原先放雕版，现在部分运到杭州
后，准备腾出空间来，增加部分
现代藏书，与古代藏书对应，让
大家在这里读读书、喝喝茶；同
时设置雕版印刷、古籍装帧等体
验功能区。“图书馆跟着时代进
步，增加这些新的展示，让读者
全方位了解藏书楼。”

刘 承 幹 在 100 年 前 建 楼 之
初，写了一篇《嘉业藏书楼记》，
写到建藏书楼的巨大花费以及初
衷，他说并不是只为了藏书，而
是希望知识广泛、永久地流传，
仿照苏东坡的朋友李公择，开放
给大家阅读。

嘉业堂辅房将进行的新的改
造，更直接地服务读者、推广阅
读和文化，算是藏书楼的传承吧。

这张《逐卖洋板夹带书贾檄文》，收
录在《国际藏书家古籍收藏与保护研讨会
论文集及珍本图录》（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中，清末刻本，从版本上看未见
稀奇，但从出版印刷史角度看，值得细读。

“檄文”没写发起人，究竟是谁散发的，
只能从内容来分析推断。

“ 檄 文” 针 对 的 是 售 卖“ 洋 板 夹
带”的“书贾”，理由则堂而皇之，以维
护圣谕祖训、拔除作弊恶习为说辞，涉及
的利益人群有出版、售卖洋板夹带的商人
和购买、使用夹带的士人。“小本夹带”古
已有之，从“檄文”中也可看出，自乾隆
至道光屡禁不止，原不分“洋板”“土版”。如果这是痛
恨夹带的正派举子发起的行动，就应针对所有“夹带”，
而不是只针对“洋板”，更不是只针对“书贾”。因此，
这是一场书贾间的斗争，洋板书贾若被驱逐，受益者只会
是他们的竞争者，即出版售卖传统小本夹带的雕版书商。

“洋板夹带，方寸之纸，可印数篇；数寸之函，约文
二万；携入场屋，准可遇题；钞录一篇，定许必售”，“檄
文”中的这几句话，其实已经道出问题的实质——它反击
的是新技术对传统印刷市场空间的无情挤压。

19 世纪下半叶，石印、铅印等西方印刷技术陆续进入
中国，开始与中国传统技术进行市场竞争。这些工业时代
的技术，具有手工技术无可比拟的成本和效率优势，“小
本夹带”或说举业书市场正是受冲击最严重的领域。

和今天的“教辅书”一样，清末为科举考试服务的举业
书市场利润丰厚，是出版业兵家必争之地。光绪六年（1880），
上海点石斋用石印法缩印《康熙字典》，短时间内即发行
十万册，获利巨大。此后各地开设的石印书局纷纷出版科
举用书，其中不乏小本夹带。《清稗类钞》说：“同治以后，
禁网渐宽，搜检者不甚深究，于是诈伪百出，入场者辄以
石印小书济之。”科举考试存在的最后几十年，考场规矩
松弛，夹带之风盛行，“洋版夹带”成为赶考者的必备。

《逐卖洋板夹带书贾檄文》内称“似此洋板夹带，十
数家书铺竟公然发卖”，清末京师书业繁盛，“十数家”书
铺数量并非很多，说明这张“檄文”散发的时间，是在光
绪间石印举业书进入市场不久，但它对原有市场的冲击力
已经很大。

石印（包括小号铅字所印）举业书在市场上拥有的优势，
一是成本低廉，只有雕版的几分之一；二是成书迅速，“百
页之书，五日可完”，三是使用照相缩放技术，文字可以极
度细小，“字迹虽细若蚕丝，无不明同犀理”，每一项都是
对雕版的沉重打击。（参见沈俊平《晚清石印举业用书的生
产与流通：以 1880—1905 年的上海民营石印书局为中心的考
察》）特别是用来夹带作弊的书，必须开本小、文章多，像
石印的《小题三万选》，每叶字数多达六七千字。难以雕刻
细小之字是雕版印刷的命门所在，遇见这种对手，雕版夹带
完全无力从技术上竞争，其从业者也只能散发檄文，试图通
过政治力量来解决问题了。这张“檄文”的背后，反映出技
术变革时期传统印刷业的抗争与无奈。

布达拉宫完成 3000 余函
珍贵古籍文献普查登记

本报据新华社讯  世界文化
遗产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利用
项目自 2018 年底启动，截至 2021
年底，已完成超过 3000 函、百万
叶珍贵古籍文献的普查登记工作。

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 7 世纪，
作为西藏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
存最完整的宫堡式建筑群，布达
拉宫因其独特的建筑形式、数量
众多的宫藏文物，被誉为“藏民
族历史文化艺术的宝库”。

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利用
项目总投资 3 亿元，项目周期为
10 年。项目启动后，西藏自治区

党委政府及时成立了布达拉宫文
物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组建
了布达拉宫古籍文献（贝叶经）保
护研究中心，制定了布达拉宫文
物（古籍文献）保护利用项目总
体规划（2019-2028 年）以及文
物预防性保护、抢救性保护和数
字化保护一期设计方案等。

西藏自治区文化厅数据显
示，截至 2021 年底，布达拉宫文
物（古籍文献）保护利用项目累
计到位资金 6800 多万元，完成了
3078 函 444421 册 1074474 叶古籍
文献的建档登录工作；完成 465

函 29378 叶贝叶经整理、基础建
档和编目工作；完成 136 函 85944
叶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工作；完成
23 函 3017 叶藏纸修复工作。

据悉，在推进古籍文献普查
建档、目录整理、分类、对勘等
工作的同时，布达拉宫管理处还
开展了馆藏古籍文献病害研究、
古籍文献写印色料溶解性研究、
贝叶经 DNA 研究、贝叶经病害
调查工作、藏纸基本性能数据测
试、古籍文献档案整理及编码研
究以及古籍文献保存环境检测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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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冬荣　国家图书馆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我
国开展冰雪运动的历史十分久远。
据有关研究，位于阿尔泰山南麓、
新疆的阿勒泰地区是世界滑雪运动
最早的起源地，该地发现的一万年
前的岩画上就有人物滑雪的图像。
唐代编纂的《隋书》卷八十四记载
北室韦“地多积雪，惧陷坑穽，骑
木而行”。室韦为我国古代北方民
族，北室韦为其五部之一，主要居
住在现黑龙江省西北部。《隋书》北
室韦“骑木而行”是我国古代关于
冰雪运动的较早记载。而《唐书》卷
二百一十七“回鹘下”中记载：“东
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
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颉斤。桦皮覆
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
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
迅激。”书中所说的“木马”可以
视为最早的滑雪工具，这较之前
的“骑木而行”更加明确。

宋人孟元老的《梦溪笔谈》详
细记载了北宋，特别是徽宗时期
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该书卷十
云：“（十二月）此月虽无节序，
而豪贵之家，遇雪即开筵，塑雪狮，
装雪灯，以会亲旧。”书中说言“塑
雪狮，装雪灯”反映了宋人的冰雪
娱乐活动。沈括的《梦溪笔谈》卷
二十三则记载信安、沧景之间的
人，“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
谓之凌床” 。凌床是现有典籍记
载中所知最早的冰上活动器具。信
安、沧景现为河北霸州、沧州一带。

刘若愚《明宫史》卷一载“自
阳徳门外皆可以至河。是河也，由
北安门外药王庙西桥下入，潆洄洸
漾，蓄泄惟谨，莲藕鱼虾味最美。
其萑苇茂密，水禽上下，俨若江南
景云。冬至水冻，可拖床，以木作
平板，上加交床，或藁荐一人在前
引绳，可拉三二人，行冰上如飞，
遇积雪残云景更如画” 。这一条
材料反映了明代北京冬天的冰上运
动。其中提到在冰上行走如飞的木
质床，与上文宋代的“凌床”颇为
类似。

及至清代，由于满族兴起于东
北，对冰雪运动尤为重视。据金梁
等编译的《满洲老档秘录》，在入
关之前的后金天命十年（明天启五
年，1625）正月初二日，努尔哈赤
在太子河上与众人举行冰上“踢行
头”和赛跑游戏。针对赛跑游戏，
根据成绩高低设置了奖项及奖金。
这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冰上运动会。入关后，“冰嬉”被
视为国俗。《钦定日下旧闻考》卷
二十一记载在西苑太液池“冬月则
陈冰嬉，习劳行赏，以简武事而修
国俗” 。每至冬季，清政府往往
会在北海太液池等地举行冰嬉。《皇
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五就详细
说明了清廷开展冰嬉活动的相关要
求及奖励办法：“冰戏，每岁十月，
咨取八旗及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
处，每旗照定数各挑选善走冰者
二百名，内务府预备冰鞋行头、弓

箭、球架等项。至冬至后，驾幸瀛
台等处，陈设冰嬉及较射天球等伎。
分兵丁为二翼，每翼头目十二名，
服红黄马褂，余俱服红黄齐肩褂，
射球兵丁一百六十名，幼童四十名，
俱服马褂，背小旗，按八旗各色以
次走冰较射。陈伎毕，恩赏银两，
头等三名各赏银十两，二等三名各
赏银八两，三等三名各赏银六两，
其余兵丁各赏银四两，俱由内府广
储司支给。”

乾隆皇帝特别重视冰嬉，为此
还撰写了《冰嬉赋》一文。他还要
求内廷诸臣各制一篇呈览。时任刑
部侍郎的钱陈群即撰有《冰嬉赋》，
收录在其《香树斋文集》卷一中。
乾隆嘉庆时期学者石韫玉在《独学
庐五稿》卷二《明韩襄毅公游西苑
记跋》一文中，详细记录了自己至
瀛台观赏冰嬉的见闻。

冬天在太液池上玩冰床是清
人记录的重点。高士奇所著《金鳌

退食笔记》卷上“太液池”条中记
载了寒冬之时北海冰上的玩拖床
之戏。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
胜》中“冰床滑擦”条言冰床名为“托
床”，与此前的“拖床”应为一物。
而乾隆皇帝在坐过冰床后，撰有《御
制腊日坐冰床渡太液池志兴》一诗，
抒发自己坐冰床的感想。

除了冰嬉和冰床之外，陈康
祺《郎潜纪闻》卷十二还记载了宫
中冬月“打滑挞”的游戏：“禁中
冬月打滑挞，先汲水浇成冰山，高
三四丈，莹滑无比，使勇健者着带
毛猪皮履，其滑更甚，从顶上一直
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为胜。”打
滑挞可以称为古代的滑冰游戏。

在清代，着冰鞋滑冰是喜闻乐
见的活动。《都门竹枝词》收录了《冰
鞋》诗一首，其中“跌倒人前成一笑，
头南脚北手西东”形象反映了滑冰
的乐趣。晚清诗人宝廷诗集《偶斋
诗草》卷七收录《冰鞋》诗，用诗
歌的表现手法，再现当时之人着冰
鞋滑冰的情景：“铁若剑脊冰若镜，
以履踏剑摩镜行，其直如矢矢逊疾，
剑脊镜面刮有声。左足未住右足
进，指前踵后相送迎，有时故意作
欹侧，凌虚取势斜燕轻。飘然而行
陡然止，操纵自我随纵横，是耶洛
仙非例子，风胡能御波能凌。”《津
门杂记》卷中记录了晚清之时天津
一地冬月用冰床、跑凌鞋的情况。
冬季玩冰床、溜冰鞋已然成为北方
各地冬季的习俗。

莎草纸，又称纸莎草、莎草片，是古
埃及人广泛采用的书写载体，其原料为当
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的茎。大
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古埃及人就开始使
用莎草纸，并将这种特产出口到古希腊等
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地区，及至遥远的欧洲
内陆和西亚地区。在埃及博物馆中保藏着
一些古埃及莎草纸，其纸张、颜料保存非
常完好。 

制造莎纸草非常简单：先把纸莎草割
下来，剥掉外面的一层硬皮，按要求切成
一段一段，泡到水里。泡好以后，捞出来
用刀剖成薄片，然后把这些薄片铺到平整
的石板上，盖一层亚麻布，把另外一块石
板压在上面。草茎里的水分被挤干，再经
过几天自然晾干，揭开亚麻布以后一张草
纸就可完成。

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最早的莎草纸
是古埃及第五王朝的一本账本残片，距今
已有 5000 年历史。那时候，莎草纸是王
权贵族才能享用的高级用品。随着莎草纸
书写性能的开发，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地
中海沿岸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阿
拉伯帝国等）开始使用这种神奇的纸质传
播媒介，莎草纸成为当时应用最广泛、最
重要的书写载体。

公元 9 世纪左右，如此盛极一时的
莎草纸突然销声匿迹了。通过考古得到

的只字片语，人们只知道莎草纸是利用
尼罗河两岸浅滩上生长的一种名为纸莎
草（Cyperus papyrus）的植物加工而成。
但由于尼罗河两岸被多次清理，破坏了纸
莎草的生长环境，使得这种当年随处可见
的植物不再生长，故而莎草纸也随之灭绝。

18 世纪末，欧洲考古学家开始涌入
埃及，他们在古老的法老墓中发现了大量
的颜色鲜艳的莎草纸画，使得莎草纸再一
次回归到人们的视线中。然而，学者们查
阅了大量的文献，都未在其中找到详细的
莎草纸制作工艺。20 世纪初，法国和英
国的牛津大学先后成立了专门的“纸草卷
学”研究机构及相应的教授职位，埃及莎
草纸正式成为一门科学学科——纸草学。
经过众多学者数十年的潜心研究，终于在
1968 年，曾任埃及驻中国大使的哈桑·拉
加卜——一位亚历山大人成功地恢复出了
失传千年的莎草纸造纸工艺。

 

1300 多年前，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
进藏，将造纸术带入西藏，当地工匠就地
取材，找到狼毒草这种替代造纸原料。日
月星移，现今，藏区的印经院，印刷高品
质的经书，一定要用狼毒草制成的藏纸印
刷，因为狼毒草纸防虫鼠，抑霉菌，坚韧
而不怕水，寿命极长。

狼 毒（Stellerachamaejasme）， 瑞 香
科（Thymelaeaceae）狼毒属植物，又名断

肠草（内蒙古），拔萝卜、燕子花（河北），
馒头花（青海）。产于我国北方各省区及
西南地区，大多生于海拔 2600-4200 米的
干燥而向阳的高山草坡、草坪或河滩台地。
狼毒的毒性较大，可以杀虫；根可入药，
有祛痰、消积、止痛之功能，外敷可治疥癣；
根还可提取工业用酒精，根及茎皮可造纸。

藏区现存的狼毒纸造纸区主要有 3 个：
四川德格印经院（德格藏纸，上世纪 60
年代一度停产）；西藏拉萨尼木县塔荣乡
雪拉村（尼木藏纸）；云南省迪庆藏族自
治州香格里拉县（迪庆藏纸，上世纪 50
年代一度停业）。这些地区藏纸停产的原
因大同小异，主要是原料过度采伐，造成
了生态一度破坏，令人想起唐代著名文人
舒元舆的《悲剡溪古藤文》，悲叹因为过
度砍伐剡藤用以造纸，致使剡藤灭绝生机
的惨状。好在目前狼毒草的产地政府，已
经在鼓励人工种植，避免影响生态环境。

细数莎草纸与藏纸（狼毒纸）背后的

故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埃及还是中国，
传统的手工纸文化十分依赖生态环境的状
态。如何在弘扬继承人类传统文化的同时，
保护好生态环境、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
好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是人类在新时代
面临的一大挑战。

古纸背后的故事

典籍中的古代     运动冰雪冰雪

□黄艳燕　孔杰旦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世界上很早就有了“纸”，其中，中国的“丝絮纸”，墨西哥的“阿玛特纸”和埃及的“莎
草纸”，并称为“世界三大古纸”。此外，以“毒”著称的藏纸——狼毒草纸亦世界闻名。
今天让我们细数一下“莎草纸”与狼毒草纸背后的故事。

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古纸

埃及莎草纸

世界上最“毒”的纸

狼毒草纸

壬 寅 虎 年 春
节期间，中国奏响
了别开生面的“冰
与火之歌”，再度
向世界展现出中
华文化的独特魅
力。冰雪运动成为
当下人们关注的
热点。我国冰雪运
动历史十分久远。
为帮助读者了解
中国冰雪运动的
历 史， 给 北 京 冬
奥会提供文化助
力， 国 家 图 书 馆
研究馆员谢冬荣
特参考研究论著，
梳理了历代典籍
中的冰雪运动。

狼毒草茎皮料

埃及博物馆中保藏的古埃及莎草纸

帝京岁时纪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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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师玉祥在湖南图书
馆修复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同时也
为贵州、广东等周边省份培训了不
少古籍修复人才。2016 年，国家
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湖南传
习所成立，退休后的师玉祥又被馆
里返聘回来，“重出江湖”收徒传
艺。在师玉祥的眼中，古籍修复能
够使古籍所承载的文化得以传承，
而修复这门手艺，也需要传承。

对于修复技艺的传承，师玉
祥更看重工匠精神的传承。“首
先要把心思放在修复事业上，然
后要在频繁练习中进行体悟，之
后才能进步。”师玉祥对所有徒
弟都有十二个字的要求，那就是
静下来、坐得住、耐得烦、不怕
难。“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进入
修复工作中，就要安静下来，有
心情波动的时候，或者碰到难题
有所急躁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
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这种敬畏
和坚守的精神是最重要的。”

现在师玉祥感到最开心的时
候就是跟徒弟们在一起时，“他们
都很尊重我，对修复工作都非常有
热情”。谈到未来的规划时，师玉
祥说：“我现在的唯一目标就是坚
持锻炼，保持身体健康，争取多
陪伴一下大家，当然有一个前提，
还是要大家需要我，如果大家不喜
欢我了，我就别来了。”师玉祥保
持着一贯的幽默风格。在后辈的眼
里，师玉祥是一位慈祥、幽默的
人，工作犯错了，他会严厉得让人
害怕，但回到平常，他无疑是“可
爱”的。

如今，师玉祥在修复道路上已
经坚持了整整 50 年，有过“冷遇”，
也看见过“红火”，但始终如一。
他说既然从事了这一行，就要专心
投入进去，“我是终于一条道走到
底了，现在就希望能身体好，多陪
伴大家，让这条路越走越好”。

与新中国同龄，自称有“多动症”，说话风趣幽默，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湖南传习所导师师玉祥在修复工作
中与工作外有着强烈的反差。“我性子很急，自小就热爱各种运动，不管是长跑、爬山，还是游泳、打球，一直到现在，
每天也要打两个小时羽毛球，但进入修复工作中就很快能静得下来。”一动一静，看似矛盾，实则和谐统一在“认死理”上，
让他无论做什么事都能保持初心，坚持到底。

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修复室位于馆内 4 楼，门外是考研学子窸窸窣窣的诵书声，门内是安静伏案、各自忙活着的古籍
修复师。73 岁的师玉祥就坐在其中，穿着和大家一样的工作服，俯身案前，老花镜搁在鼻梁上，一支修复笔在一张破损的
古书页上轻巧挪移，这画面仿佛经过斗转星移，多年未曾改变。

1972 年，23 岁的师玉祥来到湖南
图书馆工作，当时对图书馆都还很陌
生的他，很快就被派往北京中国书店
学习古籍修复技艺。“我们馆和中国
书店当时有一些交换副本的业务往来，
关系比较好，我去之后，不仅给我安
排了房子，还指定了魏忠虞师傅让我
跟着学习。”魏忠虞先生是中国书店
第一代修复大师，在业界很有名气，
同一个办公室的还有汪增仁、韩秀芬
等知名修复师，“我师傅有时候会交
给我一些事情做，但更多的时候是做
给我看，不管是修复，还是装订等，
也会提醒我多看其他师傅做事，万事
留心皆学问嘛。”一个毫无保留地教，
一个万事留心地学，一年多以后，师
玉祥学成出师回到了湖南图书馆。

学成归来后，师玉祥仅在楼梯间
获得了一个很小的地方作为办公地，
条件比较艰苦，但性急的师玉祥却越
来越爱上了这份“安静”。“我性子很急，
看走路就看得出来，如果你看着我在
慢慢走路，肯定是病得很重了，但只
要一进入到修复中，我就会很快进入
角色，安静下来，我觉得做修复对我
的性子也是一种磨炼。再加上受家庭
对读书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敬重的感
染，我看到古籍就不自觉生起保护心，
对古籍修复也就越来越有感情了。”很
长一段时间，湖南图书馆的古籍修复
处于没有统一管理、人员单一、场地
工具简陋的状态中，直到 1984 年位于
韶山北路的新馆开馆，修复组才正式
组建起来，不仅有了 50 余平方米的专
用修复室，工具、设备和材料越来越
丰富，5 个人的人员编制也逐渐成熟，
一直延续了多年。

“现在加上我这个‘临时工’，
已经 7 个人了，很不错了。”尽管按
照修复师数量与待修复古籍的数量来
说，还有很大差距，但师玉祥认为，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不能恨不得一天
把所有古籍都修好，还是要从实际出
发，保证能够长久地有人去传承这项
技艺，守护这些古籍。

在 师 玉 祥 的 身 上， 有 一 种 朴 素
的信仰，那就是“乐天知命”的感恩
之心，他常常对办公室的年轻同事们
说：“当年条件虽然不好，可大家都
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不会去怨天尤人，
更不觉得后悔，现在大环境越来越好
了，我们的事业也与时俱进，更不应
该放弃。”师玉祥常常将一句话挂在
嘴边劝诫年轻人：“这是一份好工作，
对人的修养都有很好的帮助。”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
动以来，古籍修复行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修复队伍越来越壮大，“整
旧如旧”等四大修复理念也逐渐确
立起来，修复事业迈上正规化、科学
化的道路。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常
常会产生传统做法与新理念的碰撞，
师玉祥亲身经历并有所感悟：传统技
艺要很好地传承下去，当然也不能排
斥新的研究，只有思考才能促进修复
行业与时俱进。

以金镶玉装为例。我国古代的正
规书籍，在二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其装帧形式经历了简册、卷轴装、
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
线装七种主要形式。这些形式是随
着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式以及社
会需要的变化而产生的。而作为一种
特殊的装帧形式——金镶玉装，则
与上述七种装帧形式的产生过程不
同，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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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白色衬
纸衬入对折后的书叶中间，超出书
叶天、地及书背部分折回与书叶平，
以使厚薄均匀，再用纸捻将衬纸与
书叶订在一起。“过去在中国书店，
很多藏书人会要求我师傅把破损古
籍修成金镶玉的形式，不仅美观，
而且在翻阅时不容易对书籍造成伤
害。但金镶玉这种装帧形式比较耗
工时和材料，我师傅也很少做。”师
玉祥介绍说，“现在的理念认为，
金镶玉改变了古籍原本的装帧形式，
不符合整旧如旧的原则。”那应该怎
么看待两者的碰撞呢？

“金镶玉也叫惜古衬，也就是爱
惜古籍加衬纸进行保护的意思，我记
得我修的第一部书就是做成了金镶
玉装。其实一本书要做金镶玉装也是
有研究的。比如有些书实在破损到无
法翻阅了，金镶玉装可以起到三边保
护的作用，修好后翻阅不容易再次损
坏。”师玉祥认为对于破损极为严重
的古籍，金镶玉装能起到很好的保护
作用，当然出于保留古籍原有信息考
虑，“整旧如旧”也是一种发展的必
然，需要在实践中去具体考量。 

古籍修复从大的工序来说虽然
不多，但小的工序却不少，且每道
工序都有讲究。“拿打糨糊来说，
怎么算打得好？首先要面粉好，我
们过去都是自己提面筋，提完面筋，
就把淀粉泡在一个大水缸里，要用的
时候拿瓢把上面的水赶开，把淀粉挖
起来打，打出来的糨糊要稀稠适中，
尤其是颜色看上去要很舒服。”之所
以要提面筋，是为了防生虫和起霉，
同时打糨糊时放明矾也是为起到同
样的作用。“现在用的糨糊都是买来
的，很多可能没有经过提面筋，而且
加明矾也是不被允许了，据说是对纸
张有伤害，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待下
一代人去研究。”

“我很期待年轻人对这方面有
研究，有思考。如果没有思考，只能
墨守成规。我们古籍修复事业虽然是
传统手艺，但也一定要有发展。”让
师玉祥欣慰的是，老一辈的传统手

艺已经和新一代人、新的仪器设备、
新的思想融合起来，促进古籍修复事
业不断进步，越来越好。

师玉祥：
在修复路上一条道走到底的幽默大师

中国书店学艺，
归来一心做修复

传统做法遇上新理念，
有思考才能有进步

传承更重精神，
希望多陪伴后辈

□本报记者  刘晓立

工匠筑梦——古籍修复影响力人物系列报道古籍修复影响力人物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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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廉吏阎敬铭刻书琐记（上）

图书写样与校刊

从信函中能大致了解刻书的工序、选
纸、装帧和图书售卖、资金来源等细节，
也能看到阎敬铭对刻书严谨用心的态度。
他虽在北京，但每部书的写样和书稿都要
亲自校对，一般先请人在解州或北京写样
本，样本校对两、三遍后随家信或寄或托
人带到北京，他亲自校对后寄回解州，工
匠依样本覆纸刻板，刷印样书，迺林、迺
竹等人对样书校对后寄到北京，经他校对，
再将样书寄回解州，工匠依校后的样书对
雕板进行挖补修改，然后正式刷印。

他于光绪十年（1884）（年份为作者
推算）二月二十七日致迺竹：“今托陕西
道唐道名带去《求阙斋语》一本，竹起行
后，我赶为之者，竹再详看二遍即刻，并
将湖北刻《輶轩语》找一本（旁批：前刻
似有潘纬为序，此勿刻，余诸照原书，勿
改增字），合以九、八，共校刻之为要。
有此十余本，作人读书不外乎此。特刻之，
以教尔等。”四月二十七日致迺竹：“新
刻《涑水纪闻》错字不少，与《稽古录》，
我无书可校，也无功夫。”光绪十年（年
份为作者推算）六月初九致迺竹：“《聪
训》《求阙》各书行之，陈洛校字恐看不
清。”光绪十年八月十七日致迺竹：“《履
言》校字，你需逐一看过为要，前菶生带
回《传家集》模糊，字可，此须斟酌。前
头是否刻有陈宏谋序文，及书内有无‘陈
宏谋’字样？否则，‘宏谋按’三字无报我，
事繁不暇，而伊已带回矣。《司马集》刻
之太慢，且催之。”“已刻《格言》各书，
你再细看，错字不少，即速挖改，所要《格
言》各书，托便带来，书院共有若干人，
师生、尚相要否？ ”

某年二月初一日致迺竹：“《唐鉴》若
样本不易写，则此书可不必刻，惟司马
公《易说》必得付刻，或写《易说》、写《弟
子箴言》样本为要也。” 某年三月二十一

日致迺林：“你所校《稽古录》我看一遍书，
见用心，盖有补原校所不及，今带回原本
四册，交念闻即为改补。此书湖北原刻甚
坏，虽经屡校，未必再无错误，只好随看
随改也。” 某年九月初四致迺竹：“格言
各书《司马集》现刻几本？何时可完工？
刘梧冈前带查明漫漶字一纸，须斟之，吾
记似照刻，查明告我。无陈宏谟（谋）序
及各卷无陈名，此纸有‘宏谟（谋）按’
三字，则大不安。《履言》校字须详查。”某
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迺竹：“所刻书错字单
可即挖，新刻书你须详看详校，《宰家》《双
节》《教谕》《训子》《初学》各外签你
可改字，刻为一律，格言书可集为丛书，
外签须大小一律（旁批：除《二语》《弟
子》《小学》《千文》《家训》《麻桑》外），《家
范》《要仪》《稽古》《涑水》《司马》四
种外签亦必一样，但不入丛书。”某年某
月初一致迺林：“以后不再写宋字样本，
与刘梧冈商，样本写完可否即写宋字正
本？《书仪》刻完若无可刻，即刻《双节》《樗
茧谱》，原刻本若圈句亦照。”

光 绪 十 一 年（1885） 八 月 初 十 致 迺
林：“《福永堂汇钞》（旁批：可缓刻）原
本二册，访运城要便带京，驿递恐失，更（旁
批：尚）有所更正。”十月初六致迺林：“《司
马集》或将已刻，若托便人全带或于家信
中随带一本皆可，但必将原本带来，方能
校对无误。”

光绪十二年（1886）（年份为为作者
推算）十一月初六致迺林：“告刘梧冈，
明年要刻《唐鉴》《课子随笔》《弟子箴
言》，字亦不少，须留匠人，要要。”十一
月二十二日致念闻：“印书之说可毋庸议
改，错字单亦看过，此后校书不但校字画 
，必校其文理。校书大为要事，切切。留
心至重。”“前带隶书各书签与丛书前面
目录，与《福永丛钞》目录（旁批：原写
纸），仍即带京，皆有添刻，竹带回《唐
鉴》《弟子箴言》二书，先写样本，校各
处错，再照写宋字，随后又有《课子随笔》二
本，现在京写样本，春初照带回即彫。”腊

月二十二日致念闻 ：“京中写有（旁批：
正月写完）《课子随笔》（旁批：样本），
开年带回。《福永丛抄》目录及跋语照原
式写一叶寄京，丛书总封面亦照原式写一
叶寄京，勿误。”八月二十一日致迺林：“托
临晋拔贡李钊带去《传家集》二十五本，
错字俱粘红签，即速照签挖补，要改补处
必要牢固结实，倘有活动脱落，大为不好。
凡改补皆如此，切告匠人并告菶生。又，
校字之要紧在写清宋字，精细详校二三遍，
不在上板刻成之后。近年刻书错者太多，
挖补板印不牢固。此后写了宋字及刻成，
在陈、李校后，迺林即再详校一、二遍为
要。” “此书我未校者大约是三本，刻好
每次家信带一本来。” 九月初二致迺竹：“催
书局刻书，刻成你即详校改妥印行，即不
先带京看亦可，丛书书面及各书签已写（旁
批：必一律欧体为好），刻否？即速为勿迟，
吾意欲年内了清各事。”

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十一日致迺
竹：“新刻《福永汇钞》上卷收到，无悔
校字，随后等《传家集》校完带回。” 二
月十六日致迺竹： “带回《课子随笔》卷
上一本（旁注：样本），卷下随后即带，
照写宋字，即速刊刻，《唐鉴》不可刻也。”三
月二十八日致迺竹：“前信带回《课子随
笔》上卷样本到否？兹带《课子随笔》下
卷，即催写宋字，兹带《语录》一册，即
挖改之。”四月十六日致迺竹：“写刻勿
误，《司马集》与丛书十四种、《福永堂
汇钞》今年能全完为好，前带《稽古录》四
本，细心挖改，凡校字至要，尤要在校写
宋字也。”闰四月二十四日致念闻等人：“凡
刊刻及已校各书皆已带回京，家无可校及
欲刻之书，《唐鉴》刻与否皆可，惟丛书
十七种必刻全也，刻书目为要。”十月
二十日致迺竹：“刻书既未完工，亦须查问。
而校字，他人文理未皆通，勿留笑话，印
书事亦可参管。”腊月十九日致迺竹：“《唐
鉴》刻完就停工，近年所刻，挖补太多，
皆校者不通之故，所以不敢再刻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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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敬铭，字丹初，号约盫，陕西朝
邑人，累迁东阁大学士。清嘉庆二十二
年（1817）生。道光乙巳（1845）进士，
选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九年（1859），
调 任 湖 北， 后 擢 升 为 湖 北 按 察 使。 同
治二年（1863）任山东盐运使。同治六
年（1867）因疾归乡，以工部右侍郎召，
不起。光绪三年（1877），山西大饥，奉
命察视赈务。光绪八年（1882）任户部尚
书，光绪九年（1883），赐紫禁城骑马，
兼任署兵部尚书。光绪十八年（1892），
卒于山西寄寓，追赠太子少保，谥“文介”。

阎敬铭理财有道，为官清廉耿介，
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之一，
有“救时宰相”之称。他个人在晋陕两
省 也 有 不 少 生 意， 在 朝 邑（ 今 陕 西 大
荔）建“丰图义仓”、购义田，在终南山、
蒲州（今山西永济）虞乡屯里村大量置
地并出租，在运城有盐号，在解州设散馆、
刊刻图书。

阎敬铭虽是陕西人，但长期在山西
居住和工作，与山西有着不解之缘。他
的家乡朝邑与山西蒲州仅一水之隔，阎
敬铭年少应试时常路过此地并得到过当
地百姓的救助，为报答救命之恩，成年
后在蒲州虞乡屯里购买了院子，长期居
住。同治六年（1867）始，他在蒲州、解
州、临晋一带的书院讲学休养。光绪三
年（1877），山西等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
大灾，史称“丁戊奇荒”，晋南一带的平陆、
蒲州、解州、绛州几地犹甚，朝廷特派
在蒲州养病的阎敬铭协助曾国荃督办山
西赈灾事宜。光绪八年（1881），他离开
山西前往北京履职。

阎敬铭在山西居住和处理政务之余，
担任解梁书院主讲。解梁书院在光绪年
间刻过数十种书，从数量上看，这些书
被称为清代山西书院刻书之最也不为过。
但是，有关解梁书院刻书一事未见任何史
料记载，而阎敬铭与解梁书院刻书之间
是否有关联，也不得而知，阎敬铭后人
曾为他撰写专著，但刻书一事只字未提。

近年来，阎敬铭部分手札相继出版，
为阎敬铭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一是中
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虞和平主编、2017 年
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
人稿本抄本》，二是张永江主编、2018
年燕山出版社出版的《晚清廉吏阎敬铭
手札》，前者收录阎敬铭书信七十六通，
主要为光绪十年（1884）至十二年（1886）间
所写，后者收录阎敬铭书信一百九十七
通，主要为光绪十一年（1885）至十三
年（1887）所写，这些书信札有政务公
函也有亲友私函，在亲友私函中，他多
次提到刻书的事，信函的收信人是阎敬
铭的两个儿子阎迺林、阎迺竹和管家李
念闻。这一时期他在在北京履职，先后
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也正是由于
阎敬铭在北京，家族生意和子女在晋陕，
才有了这些珍贵的信函。阎敬铭一生著
述不多，信函所记录的为官治理、读书
立身、教育子侄、经商理财、处世待人、
选刻图书等诸多琐事，反映了他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这些信函的时间跨度不算长，
但先后提到刻印的书籍就有十余种之多，
包括《稽古录》《时艺开》《时艺向》《时
艺穷》《资治通鉴》《福永堂汇钞》《唐
鉴》《六艺纲目》《柽华馆诗文集》《解
梁丛书》《有诸己斋格言丛书》，以及
司马光著述等。信函记录刻书一事虽然
零碎，但多次提到选本、写样、邮寄、
校对、刻板、纸张、装帧、费用、售卖
等细节，信中提到的书都有传本可印证，
是清末刻印图书难得的一手资料。

与解梁书院的关系

据光绪《解州志》所记，阎敬铭担任
过解梁书院山长。据信札所知，他的家人
长期居住在解州，他离开解州后与解梁书
院关系仍然密切，且参与书院重要事务并
在书院刻书。

他 在 清 光 绪 十 一 年（1885） 三 月
二十八日致迺林：“家中狭小，移馆书院
为要。”七月二十四日致迺林：“来年书
院山长吾意中无十分妥人，可由州绅自请，

但刻书事，来年仍须在书院为之，若全眷
不来京，两孩读书仍须借院屋，或东院、
西院、上房，借定一处。”冬至致迺林：“解、
虞山长可各我前信定否？延师至难也。”

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十四致迺
林：“解梁山长已定否？闻你荐以管桂林，
我不知其人，闻不错，好先生甚难得。”四
月十九日致迺林：“夏天或带林柳移于书
院读书，较家稍宽敞，与管山长商之。”

 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二十八日
致迺竹：“《语类》原册你所看字皆不
错，我又看，改数字，皆写书上，可查明
即挖改。每叶一、二号，下黑，木长块，

皆刻“解梁书院”四字，惟《福永堂丛
抄》中不刻此四字，以此板归我家，此外
一概皆如此刻，此言已属矣”。十月十八
日再致迺竹：“临行与我商书院各事，我
早欲为解绅交代一切，固将现有之款分付
解、虞、蒲州之处，为解梁立背经课详开
一单，交练江带交解绅商，商并荐樊生基
为山长，背经者为李春远。不知解绅谓然
否？”十月二十日致迺竹：“拨付三书院
事，切于今冬安抚妥协，望中须吾家还银
一千七百，方足分拨。”十一月初二日致
迺竹：“开年我进京，家移屯里、解州多年，
挪借书局五六千金，必为还清。”

有关外省刻板

在刻印多卷书时，解州当地匠人往往
无力承担，阎敬铭也会在外省刻板，刻好
后将书板运回解州并交解梁书院刷印保存，
版心仍然刻“解梁书院”。信中就多次提
到在山东、湖南、陕西等地刻书的事。

他在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十一日
致乃竹：“吾付湖南刻《通鉴》银二千两，
又付山东刻《开》《向》《穷》银七百两，
此板亦付解梁”。二月二十六日致乃竹：“山
东刻《开》《向》《穷》三编，接信四月
刻完，闰四月底可雇驮运至解州，板归书
院收印，东省一切皆宫子行经手，子行必
致信送板交你（旁批：你信后谓之），你（旁

批：与念闻）可详细点收，或脚价不足。
押送人以资不足，你可由家付之，作我家
还借书局之账。家中借用书局银若干？家
中寄存书局银、钱若干，二项是否与念闻
账相符？家中寄存书局银若干？银在何处
存？”三月二十八日致迺竹：“解州刻书
必赶冬天，一切刻完可告菶生、念闻，速
为之，或告菶生，明岁他若无事，或在同
州、或在西安李菊翁处写刻亦可。”四月
十九日致迺竹：“收宫子行济南来信，书
板已刻完，下月半由东起身。”五月初三
日致迺竹：“山东书板何日送到，一切你
不暇管，属念闻诸照。”五月二十七日致
迺竹：“《开》、《向》、《穷》板片收到（旁
批：带新印二部，一付念闻，一留吾家），
大为心慰。回信及付银都极妥，外与念闻
信言一切。”十月十八日致迺竹：“江蒙

方信二纸，为运《通鉴》板事，与念闻看
知，照行。”腊月十七日致迺竹：“至开
春，湖北送《通鉴》板书各事，详念闻函，
你若早来京，而板书未到，即详告念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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