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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虽然被古籍环绕，但修复室
内却时常“弥漫”着现代气息，这
大概是源于那些年轻的面孔。国
图古籍修复组现有 !"位修复师，
基本都是 #$后、%$后，最年轻的
李屹东和潘菲都是 !"%"年生人。

每当被人问起“你的工作到
底是做什么的”，毕业于金陵科技
学院古籍修复专业的潘菲总是笑
着说，自己是“搞古籍”的。潘菲说

自己的爸妈是“搞航天”的，双方
处于一种“谁也不懂谁的友好状
态”。工作时间长了，对古籍有了
感情。有时候完工后，她甚至会轻
轻地打个招呼：“嗨，我把你修好
了。”有些书很有意思，她也会一
边修一边看，竟发现有些事儿从
古到今都差不多。比如，此前修复
《元版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元代
人就提到了“晚婚”，还说“可谓失

东隅收桑榆”。
工作之余，潘菲还会参加合

唱团的排练。“很多人认为，干古
籍修复的人，都比较死板，但其实
我们都是普通人，工作与生活是
两回事，同事们也有各种爱好
……”而在安静的文献修复室，除
了古籍外，年轻人们也经常会讨
论房价涨跌、炒面筋的做法之类
充满烟火气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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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华古籍历经久远!如果保存不当就会形成破损!有些破损严重的

古籍就像"酥皮点心#!一捏就碎$ 据国家图书馆最新资料!全国公藏单

位拥有古籍总量约 !"""万册!其中相当数量需要修复$

今年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 #"周年$

在国家图书馆典籍馆文献修复室里!高倍数放大镜前!十几位修复

师们正各自忙碌$ "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

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 %明代&装潢志'里这个

比喻!非常适用于这些修复古籍的人!他们就像医生一样!为古籍续命$

! ! ! !修书用的糨糊是古籍修复师们
自制的。将水掺进面粉，通过用手揉
面把淀粉和面筋分离，再将淀粉晒
干调成糨糊。“小麦淀粉冲调后黏度
适中，有附着力，但又不会太厚以致
影响修复，这是古人留下的传统。”
讲这话的是杜伟生，一位地道的北
京老爷子，&$'&年被选为第四批国
家非遗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
也是古籍修复组里年纪最大、资历
最老的“医生”。杜伟生今年 ()岁，
退休后又被返聘回来带徒弟。

*+年的工作生涯中，杜伟生阅
卷无数，修复过历经浩劫的“敦煌遗
书”，也修复过命途多舛的《永乐大
典》、西夏文献。在他看来，古籍修复
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祖传手艺
必须要坚持，要坐在师父旁边，靠师
父传、帮、带，潜移默化得到提高。
一旁，一位修复师正在汉白玉

石板上捶打修复好的古籍：把几页
纸放在石板上，依靠锤子的重力，把
因修补所致薄厚不均的书页轻轻敲
平。“中国的书就得用这石板垫着
敲。”杜伟生说，“咱们的古书都是手
工纸，容易氧化，要是长期用铁板，
会有铁分子附着在纸上，时间长了
容易锈蚀纸张。”
多年来，杜伟生始终很崇尚中

国古人阅经前焚香净手的仪轨，带
着心做事，“修书的过程，也是感受
传统，熏陶修行的过程。”杜伟生曾
修复过一件破碎成 ,-$块残片的手
卷，正屏息凝神拼补得头晕眼花，身
边一位同事撂下一摞古籍，掀起的
气流直接将残片翻转乱了……这样
重头来过的瞬间，对修复师来说是
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做这工作不
允许心情大喜大悲，对书不好，要
‘心静如水、心细如发’。”杜伟生说。

! ! ! !修复破损不很严重的古籍，
平均要花一周时间，但修复一本
书，花费一个月、甚至一年的情
况，也很常见。去年 (月，在国家
图书馆举办的为期四个月的“国
家珍贵古籍特展”上，多件珍贵古
籍的修复成果一同展出。在“天禄
琳琅”修复成果展示柜内，陈列有
《六家文选》第四十二卷修复后的
原书与修复之前的照片。通过对
比可以看到，修复之前书籍表面
褶皱严重，非常破旧，修复后的书
籍则干净平整。
“书要一页一页地修复，但拆

书不容易。普通线装书的缝线可
以用剪子，古籍善本要手工拆。霉
变严重的书可能是黏在一起的一
坨，拆分书页之前要先包上毛巾，
再裹上纸，放在特制的蒸笼里蒸，
再揭开、晾干。光是把书页摊平可

能要花一个月。”国图资深古籍修
复专家朱振彬是“天禄琳琅”修复
工程项目的主修人。“天禄琳琅”
是清代皇室典藏珍籍，作为汇聚
宋、元、明时代珍籍善本，目前国
图 ,)$$册藏品中约 .-/需要修
复，如今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但全
部完成，大概需要近 )年时间。
目前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一共

有 &$$余万册（件），其中包括善
本古籍与普通古籍。有三分之一
存在各种形式的破损，其中有近
十分之一处于濒危状态，亟须修
复。修复组以平均每年修复 !$$$

册的速度，缓慢地精细地工作，大

家都明白这件事急不得。
在朱振彬看来，一部古书的

修复要经过几十道繁杂的工序，
而每动一页纸时都得有战战兢
兢、如履薄冰的心气儿……!"%$

年冬，刚刚高中毕业的朱振彬进
入国图工作，古籍最初留给他的
印象，绝不是华美精致和文化气
韵，相反，虫蛀的小眼儿一页纸上
就有几百个，看起来就跟筛子眼
儿似的。“每个虫眼直径也就一两
毫米，每一个都要修补。”朱振彬
说，实在修得闹心了，就只能放一
放，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回来接着
干。记不清用了多少天，朱振彬终
于修完第一册书，看着原来糟朽
不堪的书，在自己手中恢复光彩，
变得干净、平整、页面完好，成就
感油然而生，继续坐下来修书也
变得没那么难了。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

虚和，心细如发。”若非拥有这样
的心性，不能成为修书“良工”，朱
振彬将这一要求总结为“三心”0
“细心、耐心、用心”。

! ! ! !在国家图书馆，年轻的古籍“医
生”进到修复室后都要先上几个月基
础课。而这第一课，就是打浆糊。“别以
为这个很容易，我可是练了几个月才
基本学会。”来到古籍修复室一年半的
李屹东毕业于中央美院，本科学的是
美术史，硕士学的是中国古代书画鉴
定。如今对于这浆糊，他可以说是再熟
悉不过了。
“淀粉浆糊和面粉浆糊，前者多用

于修书，后者多用于修画。”李屹东说，
市面上卖的淀粉可能有添加剂，修复
师们不放心，所以，打浆糊用的淀粉是
他们从面粉中手工提取出来的。打浆
糊还必须手工，不能用搅拌机。
在修复室里，很多工具都是“前辈

修复师传下来的”。但是，作为新一代
的修复师，对于好用的新科技也绝对
不放过。在李屹东的办公桌旁，就摆放
着一台类似于打印机的机器，这是一
台“纸浆补书机”。用这台机器修补古
籍，一人一天可以修补 *$页，但要是
人工修补一件一级破损的古籍，一天
只能修补 .到 *页。
对于鉴别纸张的成分，以前的师

傅就靠手摸，是麻纸、竹纸还是混料
纸，一摸便知，但这个手艺没个十年八
年是学不会的，即便学会了，也有摸错
的时候。如今利用先进的纸张纤维分
析系统能够准确地检测出原件和补纸
的成分，对古籍修复就有很大的帮助。

! ! ! !曾经! 网上总说古籍修复后继无

人"#我国的古籍修复人才队伍有了很

大改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

主任王燕行说!!""#年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启动的时候! 全国古籍修复人员

不足百人! 但今天全国从事古籍修复

工作的专业人员已经超过千人% 全国

有 $%""多人参加过短期的古籍修复

技术培训&有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人

才培训基地&中国社科院'天津师范大

学'金陵科技学院'中山大学等高等院

校开设了古籍修复本硕专业! 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 虽然和亟

待修复的 &"""多万册古籍相比!人数

还不够多! 但古籍修复师这个职业至

少告别了(人才危机$%

可以说! 古籍保护的人才队伍建

设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当然! 也要看

到!一个合格的古籍修复人员!不仅应

具备历史'美术'造纸'印刷'出版'文

献等多学科知识! 还要具备修复古籍

的多种技能! 但目前古籍保护相关专

业和课程分属在中文' 历史和管理等

不同学科! 不能完整体现古籍保护的

学科特点%相信随着保护事业的发展!

学科建设的完善! 会培养出更多具有

上述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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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修复!后继有人

杜伟生

修书是修行的过程

朱振彬

细心!耐心!用心

潘菲

工作生活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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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屹东

新科技为修复"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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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禄琳琅$)六家文选*修复前

" #天禄琳琅$)六家文选*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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