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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编 2012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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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天津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资料汇编”

张建国

一、编写背景

2012年 5月，天津文化中心天津图书馆顺利落成并开馆。天津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作

为馆里重点部门喜迁新址 C区 5楼，占地 1000平方米。新中心依据以往的设计框架并结合

古籍保护实际工作特点，将工作区域分成九个部分（即三间集字画装裱修复、古籍修复、精

平装西文书修复等功能专业工作室、分别各一的纸张储藏库、工具材料储藏库、文献保护实

验室、资料收集文献采集加工室、多功能教学会议室和古籍修复技术实训室）。每个工作区

域采用模块式管理，均有不同的软硬件组成，并由专业人员负责日常管理，确保修复工作环

境绝对安全。为了搞好工作，根据领导的指示，决定将现有的软硬件建设及管理文件资料汇

编成册，使之形成一个系统化理论体系，以此指导规范今后工作。

二、编写目的

“天津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资料汇编”编写目的主要是向天津图书馆和国家国家保护中

心汇报当前中心在软硬件方面建设情况和成就。此外编写目的还包括：

1、将保护中心软硬件建设及管理工作做一个阶段性总结，逐步整理形成一套管理体系。

2、通过此次汇编的编写，调动保护中心全体员工工作积极性。以“资料汇编”所涉各项制

度、标准和质量体系为依据指导、约束、管理和评定员工工作，提高其工作质量和效率，确

保今后工作顺利开展。

3、“汇编”起草编写完成后印制成册，作为中心工作阶段性成果推出，实现资源共享。

三、编写重点

“天津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资料汇编”编写中心主题是从整体布局、员工岗位职责、管

理制度、软硬件建设与管理、对外服务等几方面进行阐述。

四、编写内容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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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起草编辑内容与格式严格遵循国家文化部有关图书馆行业的《古籍修复技术规

范与质量要求》标准和各项规章制度、严格遵循天津图书馆各项规章制度。

篇章结构如下：

章节 篇名内容 备注

总说概况

天津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简介

天津古籍保护标志设计

保护中心各区域平面及功能布局图说

各岗位职责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职责

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外聘专家岗位职责

管理制度

保护中心财产管理办法

修复场所安全责任制度

古籍藏品交接管理制度

古籍修复质量验收标准

文化部颁发的《古籍修复技术

规范与质量要求》ＧＢ/Ｔ２１

７２１-２００８

古籍修复档案管理办法

古籍修复中心工作室管理规章

古籍保护中心实验室管理制度

纸张材料工具库管理制度

专业资料与文献数据采集工作室管理办

法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突发事件紧急预案

文献修复工作模块组

成与管理

硬件组成 由 13个表表形式体现其构成

硬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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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组成

由 12个表形式体现其构成
软件管理

古籍修复中心服务规

范

修复中心服务管理规范

古籍文献修复加工交接单

服务项目一览表

五、编写体会

作为“汇编”主要编辑起草人，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不断积累素材反复起草，认真做好

前期编辑准备工作。伴随着保护中心成长，通过具体工作实践得到了锻炼，体会很深。

1、编写过程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古籍保护方面知识，认真学习各种古籍保护国家规章制度、

质量标准和天津图书馆规章制度，严格遵循上述规章和标准。

2、努力工作，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和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制定出

符合本中心特点的软硬件建设管理文件，以此为准绳形成科学严谨的管理体系。

3、“汇编”的顺利完成与图书馆部门中心领导直接指导分不开。部主任的关心与倡导，中心

主任的直接起草和任总编辑，确保了“汇编”的质量和顺利出版。

4、“汇编”工作集中展现了中心员工的智慧创新成果。例一：天津古籍保护标志设计。此标

志把古代瓦当图案、篆字、天津图书馆徽标等元素有机融为一体，创新编制成一个“继承与

创新、传统与现代”等寓意的标志。例二：创新将中心整体工作区域分成九大功能区域，实

行软硬件模块式管理。

5、有意识让中心年轻人员参加编辑工作，集思广益，发挥他们的特长，使“汇编”编辑呈

现得丰富多彩。

6、本“汇编”采取开放式系列编写，不是“汇编”的终结，随着中心未来不断发展，其内

容也将不断丰富与完善，以此促进保护中心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

7、本“汇编”作为一个平台，不定期向各级领导汇报中心工作情况和成果，对外宣传推广

我中心，力争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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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新夏先生的三册工具书说起

-----现代精平装书籍修复初探

赵海云

日前，南开大学的来新夏先生委托天津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修复三册他多年使用工具

书，我有幸承担了这项工作，现将修复过程中的一点经验与体会记述在此，与大家分享。

来新夏先生，字弢盫。浙江萧山人，1923年生于杭州。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

史学系。1950年至今，历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

总编辑、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等职。曾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系，历任校图书馆馆长、校出

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现为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是当代图书馆学家、藏书史研

究学者。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等研究。编著有《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

《方志学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

业史》等。被学界称誉为“纵横三学”著名学者。

近年来,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与来先新夏生常有交流合作，我因此得与先生有数面之

缘。2008年，天津图书馆举办“第四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学习班”，曾聘请先生主讲“中国

古代历史文化”课程，作为学员，我第一次聆听先生的讲演。时年来先生已八十六岁高龄，

然接到邀请，欣然应允，讲台之上，精神矍铄。整整一上午的授课，完全不用讲义，所涉及

的历史文化、古文献学、图书馆学内容融会贯通，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烂熟于心。讲到

精彩之时，激情澎湃，细微之处，深入浅出。授课结束之后，全体学员热烈鼓掌久久不息，

都对先生渊博的知识和认真的态度由衷钦佩。 当时情景,至今历历难忘……

这次来先生委托修复的三册工具书，分别是 1965年中华书局版《四库全书总目》、1963

年中华书局版《说文解字》以及 1996年商务印书馆版《现代汉语词典》。三册图书年代虽不

久远，版本无关贵重，但却是先生平日写作研究手边常翻常用的工具书，想来也是先生多年

“故友”，为此修复过程中，我便格外精心，力争做到最佳效果。如此，既是本着对一切工

作都应认真负责的态度，更是借此略表对来先生的敬重之意。

这三册工具书均为现代精装书形式，书壳为硬纸板质地，平背或圆被不等，外部饰以铜

版纸、漆皮或漆布封皮，书页分帖，锁线装订，连缀成册。由于使用频繁，三册图书已不同

天
津

市
古

籍
保

护
中

心
 

 
 

天
津

市
古

籍
保

护
中

心



6

程度的出现书脊断裂、断线、封皮磨损、水渍等情况。其中《说文解字》一册，全书有明显

的黄色水渍，《四库全书总目》一册也有部分水湿痕迹。拿到这三册图书，我先根据具体情

况，制定了修复方案，并填写修复档案。这三册图书的修复，既有共通之处，又各具难点。

《说文解字》严重的水湿痕迹 《说文解字》断裂的书脊

《说文解字》一册，全书页数不多，纸质情况较好，水湿痕迹明显。我将全书拆散，

借 鉴 古 籍 修 复 中 清 洗 书 页 的 方 法 ， 以 七 八 十 度 的 热 水 冲 洗 去 除 黄 印 ，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于现代书籍是以机制纸印刷，机制纸水湿后变形较大且不易恢复，所

以在操作过程中，我采取逐页平铺在塑料垫板上进行冲洗的方法，力求提高单页的冲洗速度，

减少纸张变形。每页冲洗后，迅速撤水、压平，

并且经常更换吸水纸，直到书页彻底干透。

《四库全书总目》一册，书芯与书脊完全分离，

锁线开断，书帖散落。我将书脊上的原有背胶

刮除，拆成散帖，对破损的书页以皮纸、马尼

拉纸修补，再重新手工装订成册。该书也有部

分水湿痕迹，但情况较轻不影响阅读，我便没有 修复前的《四库全书总目》

做过多的处理，只是在装订之前分帖在压书机

中略作压平。由于时间有限，以及经验不足，

致使最后平整度不甚理想，是此次修复中的一

个遗憾，也是今后工作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现代汉语词典》一册，主要问题在于书

壳与书芯脱离，但书芯本身的锁线及胶装保存

较好。于是我便保持其原装，只对前后有轻微 修复前的《现代汉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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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损的书页进行修补。这三册书的封皮都有较严重的磨损，且情况类似，这里统一介绍。现

代精品装书籍的装帧方式是由西方传入我国，在此，我借鉴了西文古籍外壳的修复方法，运

用参加西文修复培训班学到的知识，对这三册图书的书壳及封皮进行修整。针对三册图书的

外壳书脊部分损坏严重的特点，更换了原书书脊部分的纸板，保留了前后的封面版，对于纸

板外包裹的封皮，在书脊部分夹垫与原书材质相近材料，根据具体情况夹裹在原书封皮材料

之上或之下，并把原书书脊材料上有文字信息的部分取下，黏贴在新材料上，使修复过的封

皮尽可能保持原貌。再选择稍厚的皮纸，染成与原书封皮一致的颜色，撕成细条，加固封皮

书角部分磨损严重之处，对封皮个别部分做适当染色，使整体色调和谐美观。最后，将重新

装订好的书芯部分进行施胶，加搭头布及前后附页，并上好外壳。

书页清洗后的《说文解字》 修复后的《现代汉语词典》 《四库全书总目》修复书脊部分

在我们平日工作中，现代装帧形式的精平装书修复接触较少，来先生的三册工具书，从

传统修复技术上说难度并不是特别大，但在修复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与不足的总结，对于

今后西文图书、精平装书籍及民国文献的修复与保护都将有极大帮助。就本文所提之修复方

法若存在问题和不足，敬请各位老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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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老师向我们展示竹刻的传拓技法

拓 墨 铭 传
——第一期传拓技术培训班小记

杨 涛

2012年 7月，我受天津图书馆委派有幸参加了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在桂林举办的

“第一期传拓技术培训班”。跟随刘心明老师、赵嘉福老师和刑跃华老师学习有关碑帖传拓

的知识与技艺。虽然国内此前也举办过相关碑帖学习班，但大多是着重于著录和版本鉴定方

面的。单独举办传授传拓技法的学习班，这还是第一次。授课老师都是技艺精湛、学识渊博

的业内前辈，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我感到十分的难得、且十分的珍惜。虽说只有短短十数

天的学习时间，但老师们毫无保留的

悉心教导、倾囊相授，使我们受益匪

浅。下面，我就这十数天的所学心得

集成下面的小文与大家分享。鉴于我

学时尚短，如有差误，还望大家批评

指正。

说到碑帖传拓，那就首先要弄明

白什么是碑帖。碑帖，其实是碑刻与刻帖的统称。汉代许慎的《许氏说文》中云：“碑，竖

石也”。也就是说人为竖立在地上的石头即是碑。许慎所说的碑并没有强调要镌刻文字。而

我们现在所讲的碑，则宽泛地包括了所有记述人物与事件的石刻作品。碑的种类有很多，从

大目上分可分为：刻石、碑碣、墓志、塔铭、经幢、造像、画像、石阙、摩崖、买地莂、石

经以及建筑物附属题刻等。刻帖，习称法帖。从形式上可分为：丛帖和单帖。许慎《许氏说

文》云：“帖，帛书署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木部曰：检，书署也。木为之谓

之检，帛为之谓之帖，皆为标题，今人谓之籖”。这就是帖的原义。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帖，

则是指将前人墨迹摹刻上石或上木，供人们效法临习的书法范本。《中华大字典》注：“古称

书翰曰帖，今人通称习字临本为帖。”

说完碑帖，我们再来说说传拓。传拓，特指用纸和墨（色）利用传拓工具从碑帖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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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刻器物上棰印图文的技法。它的成品叫拓片或拓本。前人也叫打本、脱本、蜕本等。

传拓技法究竟起源于何时，学界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已知的关于传拓一词最早的记载，

见于《隋书·经籍志》：“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

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

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元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

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

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其中的“相承传拓之本”一词，很明显就是指拓

本。

传拓技艺的产生，不仅是对石刻文献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还对文字的规范化与书风的

流行、文化与宗教的传播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诚如《碑帖拓本定级规则》的引言中

所说：“一千四百年来，碑帖拓本保存了数量巨大的历史文献和丰富多彩的艺术资料。”

既然传拓作品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它又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唐代诗人韦应物在他

的《石鼓歌》中曾有这样的描述：“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这就是对传拓过程

的生动描绘。传拓技艺的流程大致可分为：闷纸、上纸、捶打或按刷和上墨，四个步骤。

传拓所用的纸要根据所要拓的对象而定，不能太薄亦不能太厚。太薄易破，太厚则不能

呈现刀锋和笔意。传拓上纸，有干湿两种上法。干上法只需将裁好的纸直接放于所拓器物之

上，然后濡湿即可。而湿上法则需要提前闷纸。闷纸的方法也有很多种，一般是数十张一起

闷。首先将纸依长边反复折叠，叠成大小适当的长方形（或正方形）。折叠时，上边和侧边

要各留出 1厘米左右的错口，方便随后揭开。叠好后将其中的数叠用水濡湿，然后以一叠干

纸一叠湿纸的顺序放入塑料布内，用手自上而下按压，达到干纸吃水，湿纸排水，干湿平衡

的目的，以备传拓之用。

上好纸之后，要用棕刷将纸反复的排扫，排实。使纸与碑面字口完全贴合。也可以用打

刷敲打字口和无字处，同样可以起到排出纸下空气，使纸张与碑面紧密结合的目的。排扫之

后，用打刷敲打四周的边缝封边。以防止空气从边缝进入。

纸上好后，待湿纸由透明的青色逐渐变得微白略青，就可以开始扑墨了。这个时机要把

握好。如果扑墨过早，拓纸尚湿，极易洇墨；而如果扑得太晚，拓纸变为干纸时的白色，扑

子上的墨又会把拓纸带起来。

根据传拓对象、客观条件和传拓目的等的不同，传拓作品的墨色也不尽相同。从墨色上

分，传拓作品可分为：乌金拓、蝉翼拓、蜡拓、间墨拓、镶拓、色拓、锅脂拓、多彩拓等。

但从扑墨技法的表现形式上，传拓又可分为：扑拓、擦拓、毡蜡拓、填拓、瓜皮拓、指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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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搨、颖拓等。但不论是采用何种墨色何种技法，一般都离不开一个传统的传拓工具：扑子。

扑子是传拓上墨的专用工具，又叫扑包、墨扑等。大多是自己制作，市面上少有售卖的。

扑子的尺寸随传拓对象的大小而各不相同。也可以同时准备若干大小不一的备用。扑子一般

由单色纯棉布料、棉花、塑料布、羊毛毡、纸板、线绳等组成。首先要用硬纸板按预计的大

小剪出一个圆形的模子，然

后将模子包在棉花中间，使

棉花团有一个整体的“形”。

棉花垫三层四层均可。然后

用塑料布将棉花团包起来，

扎紧。这个就是扑子的“芯

儿”。“芯儿”下还要垫一层

羊毛毡，来保证扑子的平整

和吸墨性。最后再用布料包

起来，扎紧。扎的时候要

注意扑面的平整，不能留

有褶皱。扎紧后将线绳向上缠绕，用布料余出的四角扎出一个把手。也就是扑子的扑柄。如

果扑子使用过一段时间后脏了破了，只撤换外面的布料和毛毡就可以了，而不用换芯儿。当

然，在实际操作中，扑子的制作是很灵活的。如：拓小的器物可以使用丝绸替代纯棉布料，

这样可以使扑子出墨更为精细、制作小型的扑子可以不放模子和毛毡等。也有的传拓技法，

如指拓、响搨、颖拓等更是放弃了使用扑子。

扑子一般是成对使用。扑墨时先将墨加到一个扑子上，再用另一个扑子在承墨的扑子上

用力拍打、转动，使扑子的各个面都受墨均匀。待到墨揉匀后，方可扑墨。

扑墨时要一扑子压着一扑子，垂直下扑、逐渐加力，以求墨色均匀一致。还有就是要分

层上墨，以传拓技艺中的“乌金拓”为例，一般要上四到五层：第一层要淡，从第二层开始

找匀，第三层和第四层加重墨，如果要拓出更明显的光泽，可最后再上一层，而上这层时扑

子要直落斜出，擦出墨色的光泽。

至此，拓制碑帖作品的基本技法就介绍完了。实际传拓时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和小

技巧，比如：在户外或空气流动较快的地方，拓纸会干得很快，因此要加快上墨的速度或使

用少量白芨水；当拓制大字时，直接排扫容易弄破拓纸，可用棉花濡水将拓纸沿字口按下；

要依照拓制对象的质地决定上墨的时机，如木质对象吸水性强，上墨要快，竹质对象吸水性

刑老师演示扑子的扎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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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要缓上墨等。

传拓技艺博大精深，我作为一个尚未入门的学生，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最后，感

谢馆领导和各位老师给我了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希望今后可以有更多像“传拓技术培训班”

这样的学习班，来提高我们的技艺、增长我们的知识。使我们能为古籍、碑帖的保护与修复

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四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提高班学习总结

索淼淼 王笑熙

2012年十月底，

我们有幸参加了由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南

京图书馆举办的第四

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提高班的学习。这

次学习的内容包括书

画装裱、古旧书画修

复、碑帖传拓等诸多方

面的技艺。人们常常用“书画同源”来说明中国书法和绘画技法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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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这句话用来形容古代书籍修复技术和装裱字画技术之间的联系，也是最贴切不过的。

古籍和中国传统书画所使用的基本材料——绢和纸，都属于柔软、易皱、易裂的性质。作为

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人员，最好是同时掌握修书、裱画两种技能，这样才能更好地把工作做

好。此次培训我们从最基本的浆糊制作到托纸托绫;从调配国画颜料到选配适宜的镶料；从

裱件的尺寸比例到装杆成活等等方面的学习，可谓全面而细致，深刻而生动。通过这次培训

我俩巩固了之前所学又增广了见闻，接下来就谈谈对几款装帧式样的再认知。

立轴是书画装裱中最常见的款式，顾名思义，立轴在观赏时，必须悬挂在墙壁上或者用

画竿撑起，平时保存则由下往上卷收起来，于包首处系紧绳带，使不松脱。至于立轴的装裱

方式可分为单色裱、双色裱甚至三色裱等数种。各部位镶料的尺寸与画心之间均有一定的比

例关系，并且根据画面的色调来选配颜色，配搭适宜的镶料才能发挥烘托的效果，使画心主

题更为突出，诚如周嘉胄《装潢志》所说的：“书画付裱，必先番视气色。”通过杜伟生老师

的课程学习，从备料、托纸、托绫、镶活、四裁、转边、折夹口、贴天袢、上複背、上包首

等，我们完成了对镜片、横批、立轴的实践操作。其中，对于横批的装杆，由于南北方气候

的差异，我们学会了正、反两种装法，增长了我们的见识，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手卷本是放置在台面上，供人从右至左，边卷边观赏的装裱形式。它的长度由数公尺至

数十公尺不等，可以单用一幅字画裱为一卷，也可由若干幅字画连缀起来合为一卷，除了“天

头”之外，手卷的前后通常还会添加“引首”与“拖尾”供作书写画题和题跋之用，与“画

心”之间则以不同色泽的“隔水”为分界，由于附加引首、拖尾的缘故，长度也随之增加，

如此可以增粗手卷本身的直径，避免卷收之际不慎挤压出折痕。手卷于收卷保存时，应先从

末段卷起，但毋需卷得太紧，待全卷好以后，可将卷轴竖立在光滑的桌案上，以左手按住卷

尾轴片，再用右手轻拉卷首部分将全卷收紧，旋即以八宝带缠

绕，尾端则用别子系紧。在栾承素老师的教授下，我们不仅系

统的学习了撞边手卷的做法，更在古旧书画的揭裱与修复上也

增长了见识、提高了技艺。与此同时，栾老师还给我们演示了

用富强粉制作浆糊以及用清托和混托两种方法染绫、染绢。虽

然由于时间仓促，这些传统精湛的技艺我们在学习中未能全部

领会，但是在以后的实践工作中我们会不断探索，在探索中不

断完善。

册叶源于唐朝佛教经卷中的“叶子”，后来因阅览不便才被拆开成单幅页子，又因长久

使用容易弄乱次序，遂装订成册。在赵嘉福老师的演示下，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学习了蝴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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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页的做法，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这次学习中，我们还安排到扬州广陵刻印社、双博馆、南京莫愁学院、金陵科技学院、

南京艺术学院以及金陵刻经处等多地进行参观考察。通过这些活动，我们了解到雕版印刷的

发展史，了解到雕版印刷在中国古

代社会乃至人类文明进程中所扮

演的重要角色，更领略了雕版印刷

的工艺流程和历史影响。三所学校

的专业课程设置，更是为古籍修复

技艺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古

籍保护事业犹如浩瀚的江河之水，

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学习结束，我们总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每一位授课老师饱有着精深的理论知识和丰富

的实践经验，他们的讲学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我们在对传统技艺熟悉的同时也对前

辈老师的人格风范高山仰止。诚然，作为一名古籍修复的新手，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

多了！这次培训对我们来说是学习，是提高，更是鞭策！在此，我们要感谢每一位给与我们

帮助与指导的良师益友，感谢每一位给我们提供这次学习机会的领导。我们有信心通过自己

的不懈努力和学习，尽快地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修复水平，更好的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

从而真正成为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古籍修复人员，为古籍修复事业的发展壮大做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

学习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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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次“五味俱全”的古书修复

叶旭红

今年我接了一项修复任务，是位民间私人藏书家刚从书商手中购得的两册明版《太平御

览》，分别为卷七百七十四、卷七百七十五。

该书开本宽大，长 38.8 厘米宽 23 厘米,外

以机制牛皮纸封皮，不规范的七眼装订。

翻开书页，顿觉此金镶玉“厚重”异常，

且每册正文仅存十页左右。如此装帧我还

是头回遇见，显然是有“修复过度”的痕

迹。出于好奇以及对古籍修复工作高度负

责的态度，我并没有急于动手拆、修，而是认真仔细地翻阅、

查找了该书的相关资料，从了解知识入手。

《太平御览》是中国宋代一部著名的类书，为北宋翰林学

士李昉奉诏主纂，扈蒙﹑王克贞﹑宋白等十三人参与修撰，始

于太平兴国二年，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采以群书类集之，凡

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

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

平御览》。全书一千卷，分五十五部，五千三百六十三类，总

字数四百七十八万四千，引用古今图书及各种体裁文章共两千五百七十九种。《太平御览》

与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

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经查交由我

手上这两册书为明万历年铜活字印本，十一行行二十二字，

白口，四周单边，是十分珍贵的善本古籍。

在弄清这些后我对该书制定了修复方案，并开始动手

修复。拆书的过程可谓是既惊奇又愤怒！前文说过该书曾

经修复，眼前的金镶玉当为前修复者所为。首先，且不谈

这可笑的牛皮纸封皮，就连镶书的衬纸也采用机制宣纸（右

上图）；其次，为了强行分册，加厚书叶，每页加装衬纸竟

多达六层，致使书口扩张严重变形；再者，撤出全部衬纸

后，发现该书印有书根字（右下图），这进一步证实原书已被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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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衬纸要求进行说明。众所周知，机制宣纸大多为酸性，柔韧度差，不适于作为

善本书的修复用纸；金镶玉装的镶衬用纸宜选用安徽泾县宣纸中的棉连和单宣两种。之所以

选用宣纸做为金镶玉装的镶衬用纸，是因它使用的原料和精细制作方法有关。宣纸的主要原

料是青檀树皮和稻草。制作过程是先将青檀和稻草分别进行浸泡，再施以剥皮、灰腌、洗涤

等 18 道工序处理，生产周期大约在 300 天左右。采用以上原料和工艺生产出来的宣纸具有

质地柔韧、洁白平滑、细腻匀整、色泽耐久的特性。用其做金镶玉装镶衬用纸，能起到保护

书叶的作用，使书叶免受损坏，间接地增加原书叶的柔韧度，从而延长古籍的保存和使用年

限。如果用机制宣纸做镶衬用纸，对延长古籍的保存和使用是不适宜的。另外，在修复过程

中，由于原书老化过厚，书口变形，为了进一步保护书叶，合理的分册是可以的，但册数不

易过多，尤其是印有书根字的书，更要慎重。

根据该书现状我重新改进了修复方案，先将洗净的书叶趁潮揭去原溜口纸，重新溜口补

破，然后喷水、压平，之后选取合适的安徽泾县单宣作为

金镶玉装的镶衬用纸，将两册合一册，外加磁青绢皮，包

角，六眼线装，并按原书字体加签，制套。在此过程中也

遇到了诸多问题，如：揭去原溜口条时发现原溜口纸和用

浆都过厚，这样既容易使书口断裂，又为今后该书的再修

复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甚至是不可补救的损失。另还有修复中书叶拼接不齐，书口扭曲、褶

皱等问题。

这次修复结束了，其过程可真算是“五味俱全”，

有好奇、有愤怒、有无奈、有疼惜，然而带给我更多的

却是作为一名古籍修复工作者的思考……我曾为能成

为一名古籍修复者而自豪；看到一本残破不堪的旧籍在

我手中焕发生命而骄傲。但今天，让我感到得更多却是

压力，是责任！它让我知道一次失败的修复是多么的可

怕，更不要说是有意的破坏性修复，无论动机如何，其对文献损失都将是无法想象的。

古人为我们留下的文化典籍不能毁在我们手里，它需要我们这些古籍修复者用心、用我

们的职业操守去传承，去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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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命纸“湿托”和“搭托”的不同

王笑熙

书画的命纸之所以称为“命纸”，是因为它是最接近画心的一层，对画心起到重要的保

护作用，对于一副字画而言，命纸的选材是至关重要的。就如同量体裁衣，要因人而异，不

同的画心也要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命纸。通常来说，命纸都选用宣纸，宣纸的厚薄要通过画心

的材质来决定。命纸要选择质地细腻、薄厚均匀、无杂质、无褶皱的上好宣纸。

托画心时使用浆糊的稀稠也是要看画心的材质来定。托宣纸类画心大部分用比较稀的浆

糊，托个别其他材质的画心则要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调好浆糊的浓度，浆糊使用不当可能会导

致托好的画心出现“壳”（命纸和画心脱离）的现象。

下面介绍一下标题中的“湿托”和“搭托”。两种托法从开始的步骤就有很大的不同（以

下都是用托普通宣纸画心的标准步骤为例）。

湿托：先用排笔蘸少量的浆水把画心潮湿，这样有利于上浆并可防止起褶皱。上浆时一

定要把浆水刷均匀，既不可有遗漏也要注意不可刷太多浆糊，浆糊太多水分太大会导致画心

出现起纸毛。使用排笔刷画心时力量要控制好，用力太大会使画心出现破裂现象。排笔在刷

浆糊的时候会出现掉毛的现象，排笔毛落在画心上，等画心托好后会印出一道明显的痕迹，

影响画心的美观，时间长了会影响画心本身安全，所以一

定要把排笔毛挑净。下一步就是上命纸了，命纸卷成一卷

纸筒便于使用，上命纸时把卷好的宣纸打开，开的越大越

容易对正。命纸上下左右下料的时候要比画心大 5毫米左

右，用于上墙时的废边，以起到保护画心的作用。对齐命

纸和画心后，用鬃刷把命纸与画心合在一起、排实，“合纸”

和“排实”是两个动作，讲究“竖刷命纸横排实”。排实后

命纸上的四个废边刷上浆糊，留一个小口不刷浆糊做起口

用。上墙后轻轻的吹一下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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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托：先用鬃刷给画心甩水，之后把画心卷起来让其充分潮湿。下一步，用排笔蘸少量

的稀浆水把下好料的命纸潮湿，再用排笔把浆糊刷均匀。准备一张与命纸同样大小的吸水纸，

附在命纸没刷浆糊的那一面把命纸的水分吸走，使命纸上有少量的水分却饱有充分的浆糊。

将命纸上的排笔毛挑干净后，把卷好的画心正面朝下扑铺在桌面上，用吸走水分的命纸与画

心对正合在一起。竖刷横排后在四周废边上刷浆水，留

起口上墙，轻轻的在起口处吹一口气。

以上是命纸的两种不同的托法，从两者不同的步骤

上可以看出“湿托”和“搭托”的最大区别就是一种在

画心上刷浆糊，另一种在命纸上刷浆糊。一般在画心上

直接刷浆糊比较危险的，因为排笔直接接触画心，如果

是新画，颜色粘上水分后容易出现跑墨的问题，轻度跑

墨会损坏画心的整体美观，严重跑墨后果不堪设想。“湿

托”有缺点但是也有好的一面，这种托法的优点是使能

够把画心颜色和使用的宣纸充分润开，使画心本身达到最佳的状态，托画心的时候可以看到

画心最美的最舒展的一瞬间，托好后画心的效果较好。

大家看过步骤后会发现，“搭托”的方法是在命纸上刷浆糊，这样做不用直接在画心上

刷浆糊，让画心上没有大量的水分，很好的避免了跑墨这一致命性的问题。采用搭托法托心

比湿托更加安全可靠，而且易掌握。缺点是容易出现褶皱的现象。同样，前期用鬃刷甩水把

画心润开与用浆糊直接刷画心来比，这两种画心润开的程度与托好后的效果有一定差距。

以上就是“湿托”与“搭托”在技法上的不同和各自的优缺点，在工作中，要根据不同

的画心状况去运用这两种方法，使画心在托上命纸后达到最佳效果。

长成再读“幼学知”

——修复《幼学须知句解》随记

陈 卓

今年 8月，一位老先生将一部珍藏的《幼学须知句解》交到古籍保护中心，请求帮助完

成整修工作。领导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初出茅庐的我们。这是一套名为《幼学须知句解》的民

国石印本。该书一套四册，机制纸，书芯 58 叶，书皮 6叶。经检查，保存较为完整，未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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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但部分书叶存在缺字情况且破损较严重。全书书叶残缺、老化、酸化、磨损、虫蛀，部

分书叶粘连、水浸、霉变、絮化，全书断线。在

老师们的帮助下，制定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修复

方案：采用湿补方法，用竹纸补缺，皮纸溜边，

以马尼拉纸托书叶。加装了 3张护叶和两张书皮，

使书稍稍变厚，同时采用染黄的天然丝线，保持

原眼缝线，装订后为其制作了四合函套。

因部分书页破损严重，文字内容需在阅读的基础上一字字拼接、修复，这在一定程度上

又考验了我们的古文功底，同时也给了我一次重读《幼学须知句解》的机会。《幼学须知》

初为明人程登吉编著，本名，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清人邹圣脉作了增补，改名为

《幼学琼林》，也叫《幼学故事琼林》。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内容

广博、包罗万象，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到现在仍然传诵

不绝。它如一幅长长的画卷，展示了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与文化的各个侧面，将文化精髓纳

入其生活与行为中，潜移默化，为人们奠定了日后待人处事、安身立命的根基。而《幼学须

知句解》则逐句加以注解，更加通俗易懂。古有“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

下。”之说，《曾广》是启蒙读物《增广贤文》，而《幼学》就是这部《幼学须知》。据说，连

一代伟人毛泽东都能熟背《幼学须知》，足见其的影响力之大。

在修复书籍的同时，我也对此书的其它版本进

行了比较、了解，并进行了专门的查找。我馆馆藏

《幼学须知句解》六部，分别为《育正堂重订幼学

须知句解》、《掄秀堂重订幼学须知句解》、《重订幼

学须知句解》三部、《改良幼学须知句解》，其中前

五部为刻本，一部为光绪时期石印本。翻看相关的

资料：刻印本也称重刻本或复刻本。存世古籍中的

绝大多数都属此类。翻刻本与原刻本相比，虽然基本相同，但往往因为政治、文化、人为的

或技术的原因，有所增删、变化。有时还会产生一些错误。而且翻刻次数越多，错讹的地方

也就越多。因此收藏价值相对于原刻本有一段距离。这次修复的这本《幼学须知句解》是民

国时期的石印本，较之我馆所藏光绪时期石印本，时间略短。石印技术是泊来品，它是由一

种特殊的药墨把文字写在纸上，待其微干将它移到石面上，再施油墨印书。这种方法在清末

由欧洲传入，由于它省去了繁琐的雕版工艺，很快得到了广泛推广和运用，逐步替代了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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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石印本存世量极多，早先收藏古籍的人对其不屑一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

现用此法影印的前代古籍佚失后，这类石印本也成了珍品。通过这部书几个版本的比较，粗

略知晓了古籍中“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的版本原

则，丰富了专业知识的积累。

修复工作完成了，老先生在欣喜之余，由衷的感谢我们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的努力。从老先生身上我忽然对自己

的工作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一部古老的幼儿启蒙读物，仿

佛是整个时代的缩影，折射出古人大大的人类智慧，经过我

们的手，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它的原貌，完成了经典的保存与

传承。古籍是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宝贵文化资源，置身于中

华古国悠悠的文明长廊，漫步浩瀚书海，穿越人事天地，触

及历史精华，保护传世古籍为当代用,为后世存,是所有古籍

保护工作者的历史责任，而能够作为其中的一员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呀。

《幼学须知句解》修书小记

王泓杰

年内，天津古籍保护中心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是一位 80 余岁高龄的老先生。老

先生出生于民国时期，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热爱传统文化，他希望祖国的传统文化能够得到

更好地传承、保护与发展，这也是他此行的目的。老

先生带来一套名为《幼学须知句解》的书籍，民国石

印本，全书四册，为机制纸。先生希望我们能够帮助

他将这套书进行修复并加以扫描，以便日后出版。交

谈中我们被老先生的精神所感动，决定帮他达成心

愿。在老师的指导下，根据这套书的实际情况，我们

制定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修复方案。由于该书污染严

重，书叶存在大面积破损、残缺，纸张酸化、变脆，

我们首先对全书进行清洗，洗书的目的即是为了清洁

书叶，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纸张酸化变脆的问题。在修复技法上，采用湿补，用竹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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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缺，取其颜色协调、纸质相近，皮纸溜边、口以加固，再用马尼拉纸整托书叶。马尼拉纸

属麻纸类，这种纸极薄，但是韧性很好，用来托裱书叶，既能起到加固作用，又可以避免书

叶变得过厚。原书的书皮破损严重，且残缺不全，我们采取先对书皮进行修补，再将其作为

单独一叶加装在书内，成书时配加新书皮，这样做既最大程度的保存原书的信息齐全，又兼

顾了整体美观。由于这套书本身存在缺页问题，修复之后，我们依据馆藏中相近的版本，对

其缺失的内容进行补充，使全书完整。最后将修复好的书籍重新打捻、线装。四册书装订好

后，我们为这套书量身制作了一个四合函套。这样一来不仅使这套古籍的品相更加美观，也

能更好地起到保护作用。

全书修复完成后，考虑到老先生的年龄、身体原因，我们决定送书上门。老先生接到书

后非常感动，在交谈中，我得知他对这套书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他幼年时的启蒙书籍，现

在虽然已年近古稀，但是仍能背诵书中内容。他希望这套书能够保存下来，希望有更多的年

轻人能够接受传统经典文化教育并发扬光大。

这次修复整理《幼学须知句解》，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修复任务。虽然从技术上，这套

书的修复并不是特别困难，但对于走出校门不久的我，即是一个考验，也是肯定和鼓励。通

过这此经历，我深深地感到，作为一名古籍修复工作者，不仅要有认真的态度和精湛的技艺，

更要具有一种历史责任感，以及对这份事业深深地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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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平江道 38号
电话/传真：（022）83883605
电子邮箱：ttlswx@163.com
邮政编码：300201

报：国家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天津市委宣传部、市

文化广播影视局、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市教委、市科委、市民委、市新闻出版局、

市文物局、市档案局。

送：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

发：天津市公共、高校、科研等各系统图书馆，各有关单位。

天
津

市
古

籍
保

护
中

心
 

 
 

天
津

市
古

籍
保

护
中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