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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修复

国图敦煌遗书修复工作发展成果与展望

 胡泊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宋晖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一、国图藏敦煌遗书概况

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主体部分是 1910年由甘肃解运至北京，随后拨交京师图书

馆（今国家图书馆）的 18箱文献，约 14000号。1949年后，通过政府调拨、个人捐赠、图

书馆出资购买等各种方式，又陆续入藏约 2000号。此外，在敦煌遗书修复的过程中，因将

其背面有文字信息的古代裱补纸揭下，而又得以新编数百号。目前，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

书的总数为 16579号，约占全世界敦煌遗书总数的三分之一，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

一。

二、国图藏敦煌遗书常见破损情况

国图藏敦煌遗书的装帧形式主要为纸书卷子。由于其制作用纸原料主要为抗老化性较好

的麻纤维、构皮纤维等植物韧皮纤维，因此除零星被认为是伪品的卷子纸张老化严重、一触

即碎外，多数遗书虽历经千年，纸张仍保持了较好的机械强度和韧性。另外，这批遗书中极

少看到带霉或曾经生霉的情况，推测与纸张制作工艺、敦煌当地干燥气候及洞窟环境有关。

国图藏敦煌遗书的主要破损情况为机械外力造成的卷子首尾缺损及天地杆缺失，卷身纸张断

裂，以及由泥土、油、水、蜡、动物和微生物分泌物等浸泡造成的各类污染，糟朽。

三、国图藏敦煌遗书修复工作发展脉络

自敦煌遗书入藏京师图书馆之初，相关的整理、修复工作即已逐步开展。庄俞《我一游

记》记载，其于 1912年参观京师图书馆时，看到“有一卷，系魏太安四年之笔，缪筱山长

馆时曾装潢之”
①
。这表明装裱完成于缪荃孙任监督时期，即 1911年 11月以前。由此可以

证明，从彼时起，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即已开展。

但在京师图书馆时期，并没有专门针对敦煌遗书的修复措施，也未开展大规模的敦煌遗

书修复工作。此时期对于敦煌卷子的修复方式就是将敦煌卷子视作书画作品，对敦煌卷子加

装各种装饰材料，按照书画手卷样式进行重新装裱。涉及的卷子目前所见共 4 件。包括：

BD00076（地 76）北魏太安四年（458）《戒缘》卷下；BD00684（日 84）南北朝写本《大

①
庄俞：《我一游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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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论》卷六四；BD05520（珍 20）唐开元六年（718）写本《无上秘要》卷第五十二；BD05700

（李 100）《道行般若经》卷第六第七。

图 1 装裱后 BD00076 北魏太安四年(458)《戒缘》收卷后外观

采用书画装裱技术对敦煌遗书进行修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美观性，也具有便

于收藏的优点。然而，这种方法并未充分考虑到敦煌卷子自身独有的装帧形式。作为具有深

厚历史与地理背景的特殊文献，敦煌卷子的制作材料和工艺流程均体现出显著的时代印记和

独特的地域风格，从而成为版本学研究和文物鉴赏中极具价值的存在。因此，这种以牺牲原

始状态为代价的修复方式，在专业角度看来是有失妥当的。它可能会导致敦煌遗书无法传达

最真实的历史信息，损害其纯正的文物属性和研究价值。该修复手法一直使用至 20世纪 60

年代。

1985年，为探索适用于敦煌遗书的修复方法和保护措施，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选取三件敦煌卷子开展了试修复。据国图文献修复组工作档案显示，三件敦煌卷子分别是：

BD02137（藏 37）《大方广佛华严经》（唐译八十卷本）卷一九、BD06111（姜 11）《大方广

佛华严经》（晋译六十卷本）卷八、BD06303（咸 3）《大方广佛华严经》（晋译五十卷本）

卷四九。当时的做法是不再按照书画手卷的制作方式给敦煌卷子装裱各类装饰材料，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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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子背面通卷托粘一层手工皮纸用以加固；缺损部位采用先补后托的方式补齐；上下边补好

后沿着原件边缘裁齐。

图 2 BD06111《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八托纸修复后卷首正面效果

图 3 BD06111《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八托纸修复后卷首背面效果

这一做法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在对敦煌遗书进行有效加固修复的同时，应当尽

可能避免对其原貌的改变，在修复理念上较前人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也还是存在很大局限

性，特别是卷子背面被完全遮挡覆盖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整体上还是没能更进一步改

变过去托裱方式的影响。

上世纪 80年代末，大规模修复敦煌遗书划被提上北京图书馆的工作议程。由于敦煌遗

书重要价值，各方面对修复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也对敦煌遗书的修复、保护提出了新的、更

高的要求。借助这一契机，北图的古籍修复人员总结前人经验，广泛听取相关领域专家意见，

并积极参考国内外在敦煌遗书修复保护方面的有益成果，经过反复验证，提出了以“局部修

补”为核心的全新修复方式。该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没有采用通卷托裱，而是采用“哪儿破

补哪儿”“局部修补”的方式，大大减少了补纸对原件背面的覆盖和遮挡。

对于裂口的修补，修复人员通常选用构皮纸、桑皮纸等韧性较好的纸张，依照裂口形状，

手工撕成宽度 3毫米左右带毛茬的补纸条，以小麦淀粉浆糊为粘合剂，从卷子背面将裂口粘

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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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缺损部位的修补。选择补纸时，要求补纸成分、厚度、帘纹、疏松度等指标要与原

卷尽可能接近。补纸颜色可较原件略浅、略暖，但整体视觉上要和谐匹配，不能太过突兀、

跳跃。粘补时从卷子背面沿破损边缘涂抹浆糊，粘贴补纸。补纸与破损边缘的粘接搭口尽量

控制在 2毫米以内。卷首、卷尾、天边、地边的缺损均需要以补纸补出余量。补纸帘纹方向

应与原件保持一致。

图 4 以皮纸条修补裂口后敦煌遗书 BD00104 背面字迹得到完整展现（右上角）

图 5 敦煌遗书 BD00104 修复后卷首正面效果

这种尽可能避免非必要添加的修复方式，充分遵循“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可识别性”

“过程可逆”等修复原则，做到了在正反两面都尽可能保持卷子原貌的修复效果，以最大化

地保留敦煌卷子原本的装帧形式和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艺术信息。在组织专家学者对新版

修复方案进行了充分论证、审核并获一致认可后，1991年 3 月，北京图书馆敦煌遗书大规

模修复工作全面启动。自此开始，“局部修补”正式成为敦煌遗书的主要修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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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敦煌遗书修复、保护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在破解技术难题的

过程中，一系列妙招、办法应运而生，敦煌遗书修复技术的体系架构得到进一步丰富完善。

建立数字化档案管理系统，引入纸张纤维分析检测技术等，也极大推动了国图古籍修复工作

的科学化、规范化建设。2002年，财政部还调拨专款为敦煌遗书制作装具，并建立专藏书

库，新书库面积达 200余平方米，满足恒温、恒湿标准，为敦煌遗书提供了理想的长久保存

环境。

2011年，国图启动总馆改造工程，鉴于藏品安全的要求和临时修复场所工作条件的限

制，敦煌遗书大规模修复工作暂时停止。20年的时间里，国图共完成修复敦煌遗书 6000余

件，长度超过 5000米，有力配合了国图敦煌遗书保护工作的整体推进。

四、近期工作进展与科研成果

近年来，国图在纸张酸化、老化机理研究，纸张成分分析检测，修复材料制备加工，传

统染色技术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多型先进修复设备、设施投入使用。同时，一批具有科研

素养的青年修复人开始在工作中担当重任。良好的发展态势、扎实的人员和技术储备，为重

启敦煌遗书修复工作，确保实现更好的修复保护效果，更加深入、更加科学地探索敦煌遗书

修复的保护措施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2022年，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花呗文物守护专项基金的支持下，国图敦煌遗书修复

工作再次启动。此次共修复敦煌遗书 20件，数量虽然不多，但大量科技修复手段的融入，

使得修复工作在多方面实现了科学化改进，将敦煌遗书的修复效果、科技含量再次提升到了

新的高度。

（一）敦煌文献修复中的纸张检测与分析

经过检测发现，此次修复的 20件敦煌卷子的纸张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文献用

纸质地比较密实、细腻，纤维原料检测结果显示其为皮纸（如图 6），帘纹大约 5—6根/厘米；

第二种类型的文献用纸相对粗糙而且松散，检测结果显示麻纸（如图 7），帘纹多数在 9根/

厘米以上。

图 6 BD01689 号敦煌遗书放大 100 倍纤维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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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BD01636 号敦煌遗书放大 100 倍纤维分析图

两种纸张原料均为韧皮纤维，其性质外观比较相似，不易老化断裂，是敦煌文献能保存

完好的原因之一。这些文献的纸张的 pH值主要分布在 5到 6之间，有一定的酸化，但是实

际上大部分敦煌卷子的老化程度并不是很严重，纸张强度较好，纤维也是相对比较完整的。

另外，敦煌文献的纸张具有质地密实坚厚、透明度较低的普遍特点，前人根据文献记载

和经验推断，纸张在抄造过程中应添加了矿物质原料。于是，此次修复时通过扫描电镜等检

测方法对纸张内部填涂情况进行了分析。检测结果显示，文献用纸中疑似填有以高岭土和碳

酸钙为主的矿物原料，且大部分文献纸张填料的元素含量与当地环境土壤组分构成相似，说

明其可能是在当地生产并使用的。

（二）定制化修复纸张的研发与实践

根据前期研究成果和检测数据，修复人员为这批敦煌卷子量身定制了专用的修复纸张。

在以往的修复工作中，修复人员曾采用多种方式获取修复用纸。起初，所使用的纸张均

通过大规模采购获得，尽管采购的纸张同样由传统古法手工抄造，但因生产工艺难以细分到

位，导致其性能与原文献所用纸张存在较大差异。

后来，修复人员曾尝试定制抄造修复用纸的方法。然而，由于藏品安全的限制，纸张在

异地生产过程中无法及时与原文献进行对比，而样本的往返邮寄时间较长，对沟通和监管带

来了不利影响，最终导致并没有足够的机会来调整工艺参数。此外，手工纸因其产量小且受

季节等多种因素影响，定制工作更加困难。因此，虽然是定制抄造，但是最终成品的效果仍

未能达到修复珍贵古籍所需的标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修复人员转而选择自行抄造修复用纸，将制浆后的工序搬迁至内部

实验室完成。这一举措不仅能有效控制抄纸环节，还节省了沟通协调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将

工作重点从成品纸转移到纸浆质量的控制上，大幅降低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实验室内自行抄造修复用纸，这需要修复人员在制浆、设定纸帘、配置纸药、抄造、

压榨、焙制等各个环节上实施定制化操作、采购或自主操作。为此，修复团队深入手工纸厂

进行了仔细的学习和考察，并根据敦煌文献修复用纸的具体特性制定了相应的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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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青年古籍修复师随抄纸师傅学习手工造纸技术

在纸浆的选择上，修复人员选取了广泛应用于韧皮纤维的构皮浆作为原料，严格按照传

统古法生产，从而避免了额外引入钠离子和其他可能干扰的因素。

对于纸帘的设计，修复人员首先定制了 8—9根/厘米帘纹的抄纸帘，满足了部分较密帘

纹类别纸张的帘纹要求。此外，也有专门定制了 4—5根/厘米帘纹的抄纸帘。但与原文献纸

张帘纹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因文献用纸帘纹并不平直，而是略有弯曲的，经反复研究讨

论，并根据帘丝的直径与丝间距，我们推测古人所用抄纸帘并非是竹丝制成，而更可能是芨

芨草编制。于是修复人员自行采用芨芨草杆，用丝线编织纸帘，抄成构皮样纸。经比对发现，

样纸纸张帘纹效果与敦煌遗书目视效果十分相似，可以满足修复用纸帘纹形态的要求。

在抄造、压榨和烘焙设备方面，修复人员根据实验室的具体条件，定制了一系列小型化

的设备。这些设备不仅能达到传统手工作坊对纸张质量的要求，同时也适应了场地限制和用

电安全规范。

经过反复实践与调试，修复团队最终成功制作出外观、物理化学性质都符合敦煌卷子修

复需求的传统手工纸。在微观层面，纸张的纤维形态与原文献高度吻合。然而，在杂质成分

上——这里主要指显微视野中的胶填料——与原件还存在一些差异。鉴于敦煌写经纸是经过

特殊加工处理的，修复人员对其加工流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努力复现该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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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工作人员在实验室中手工造纸

（三）敦煌遗书修复工艺的完善与创新

此次修复的敦煌遗书为唐代及吐蕃时期写经卷子，其制作工艺经过染潢、涂布等。染潢

所用原料为黄檗，符合小檗碱的测试结果；填涂为以高岭土为主的矿物成分；胶料从检测结

果看，部分含有淀粉类物质，而文献研究则支持明胶类成分。为求与文献用纸的宏观与微观

性质一致，修复人员选择了黄檗作为染色剂，高岭土和淀粉作为胶填料。

在以往的修复中，修复用纸的染色方面，工作人员使用的是多种染色剂本色色水调制，

这种方式虽然可以配制合适的颜色，但因为影响因素较多，有时会出现沉淀、变色等情况。

且引入过多非原料物质，与修复原则也是有背离的。因此这次修复我们尝试使用黄檗作为单

一染色剂，通过物理方法使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旧色，配合加工后纸张的再老化，实现了修

复用纸与原件外观一致并稳定的预期效果。

经过染璜、填涂等加工处理后的修复用纸，无论在宏观的色泽、厚度、质感、连纹上，

还是在微观的原料、胶填料形貌上，都与原件纸张相匹配。这样的修复用纸将使得修复效果

和使用安全性得到极大提升。

图 10 BD01650 号敦煌遗书修复后照片（2022 年 6 月完成修复）

此外，在修复工艺方面，这次修复工作，在坚持国图已有的复原性修复方式的基础上，

又探索尝试了保护性修复方式及相关工艺。例如对于一些信息量较大的文献，为最大程度地

保存其现有形貌、保护文献信息，修复人员尝试了尽量不对缺损部位进行补全，只对断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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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缀合加固的方法。这种适度维持破损形态的修复方式，既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修复前的原貌，

同时也防止了破损情况的进一步加剧。

图 11 BD2557 修复前缺损及断裂情况

图 12 BD2557 修复工作对卷子断裂伤进行了加固，但卷首及天地边缺损并未进行补齐处理



文津流觞 2025年第 2期

35

图 13 BD2557 修复前背面有修补痕迹，并且补纸上写有文字

图 14 BD2557 修复后背面原有补纸均原样保留



文津流觞 2025年第 2期

36

五、下一步的工作展望

为进一步做好敦煌遗书保护工作，接下来，国图将努力在以下领域进行拓展和细化。

在敦煌遗书的修复与装帧制作工艺研究上，将进一步摸清敦煌遗书的相关制作工艺，为

修复工作提供依据和支撑，如古代卷轴裁切工艺、天杆制作工艺、扎带安装工艺、尾杆安装

及制作工艺等。

在敦煌卷子原纸的检测与研究方面，将进一步细化纤维原料的分析与检测，如原料纤维

状态、长宽比、帚化程度等，并建立分析检测数据库，便于查找、对比及分析总结。对加工

工艺进行深入研究，如填涂料粒径及含量、填涂种类及古法加工工艺等。对敦煌遗书的粘合

剂进行研究，包括成分分析、制作工艺等。

在敦煌修复用纸的制备上，将侧重推进古法麻纸自造工作，包括：加强麻纤维原料古法

制浆及制纸工艺研究；结合实验室造纸特点，完善造纸流程，如建立纸张干浆库、稳定原料

供应源等，以实现随用随配、随配随抄的高效作业形式。

六、结语

三十年前，怀着为敦煌遗书寻求更优修护手段的崇高使命，正值芳华的国图青年修复师

们，凭借对科学修复理念的深入理解，探索并找到了符合敦煌遗书修复保护实际情况的新路

径。

今天，具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更优秀的科研素养的新时代青年古籍修复工作者们，没

有停下古籍修复人不断进取的步伐，在继承基本修复理念和处理手法的基础上，修复师们正

在新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修复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努力将敦煌遗书修复工作水平推向新的高

度。此刻，我们仿佛看到历史再度重叠。时代虽然改变，但国图人身上特有的古籍保护精神

历久弥新、代代相传，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对敦煌遗书修复保护事业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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