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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不會給你試錯的機會

▲吉林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主任王麗
華在線裝書庫內查看古籍的保存狀
況。 新華社

修復初心不改 技藝代代傳承

大公報記者 盧冶、林凱

吉林大學圖書館的古籍部每天都很安靜。
埋頭工作的張奇，正在用毛筆蘸上漿

糊，修補一本從清代傳下來的《王氏宗譜》
書葉（古籍特有數量詞，古代書冊由一葉一
葉雙面摺疊裝訂而成，一葉相當於現代書籍
兩頁）的受損部分。拆線、編號、配紙、壓

平……十餘道工序按部就班、不急不緩，一葉葉因蟲蛀、戰爭、
酸化等而受損的古籍，在他手中 「重生」 。作為古籍修復師的張
奇，已與 「故紙堆」 打了超過20年的交道。秉持着 「修舊如舊」
的精神，他用自己的雙手讓上百本因歲月磨損的古籍重煥新生，
在延長古籍經典 「壽命」 的同時，更以書葉為載體，潤物無聲地
延續中華民族共通的情感體驗和精神財富。

古籍修復師 妙手救殘卷
修舊如舊留住經典 守護歷史延續中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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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分析】
•觀察古籍受損情況及原因，結合
古籍狀態分析制定修復預案

【拆線編號】
•將線裝書拆線，標註頁碼

【配紙補洞】
•調配修補用的漿糊，配置修復用
紙，填補古籍缺失的部分，用紙
原則是質地相同、顏色相近，且
比原書葉薄

【溜口捶打】
•把書口斷裂處用皮紙黏連起來，
將修補後書葉凸起的部分捶打平
整

【修剪壓平】
•剪齊書葉四周多餘的補紙，使用
壓力機進行壓平

【上皮訂線】
•裝上原書皮或新書皮，按照原書
位置訂線，貼上題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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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學
圖書館內館藏

古籍近40萬冊，其中善本書6000餘
部，是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圖
書館進行古籍修復工作有着悠久的
歷史，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從未間
斷。 「圖書館一直有專職的修復人
員和修復工作室，一代又一代修復
人員的堅持，才使這門古老的技術
得以傳承。」 吉林大學圖書館工作

人員介紹，近年來，圖書館古籍修
復人員均參加了國家古籍保護中心
舉辦的古籍修復培訓，在修復理論
和技能方面均得到提升，又將現代
科學技術手段應用到古籍保護和修
復工作上，使古籍修復在現代科技
的加持下不斷迸發生命力。

此外，吉林大學還設立 「古籍
保護」 欄目，不斷宣傳古籍保護工
作，吸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到
古籍保護隊伍。每年4月中下旬，
吉林大學都會組織學生進行古籍體
驗活動。 「今年4月19日，我們準
備了空白線裝書的半成品、殘石以
及瓦當來給學生們進行體驗，學生
在體驗裝訂後可以帶走，線裝書不
一會就被領取一空。」 張奇表示，
今年學生參與的熱情很高，當天參
與活動的人數超百人，其中還有20
餘名外國留學生，也給他帶來了動
力。

在25年
的職業生涯

中，張奇發現，各地的古籍破損情
況會有一定的差異。 「最顯著的就
是南北古籍破損的差異，比如說嶺
南、廣東地區，在春節以及回南天
的時候，書籍發霉的現象就會特別
嚴重。但北方普遍比較乾燥，不會
出現發霉的情況，北方古籍多是斷
裂、蟲蛀這類的破損的古籍比較嚴
重。」

記者了解到，古籍修復有南北
之分，主要是因為南北方氣候地理
環境不同，因此在操作順序、修復
手法上有所區別。北方因為氣候乾
燥，古籍風化、焦脆的情況就比較
多，針對這種情況只能整頁托裱，
即在待修書葉的背面塗滿漿糊，覆
蓋一張新的紙上去。南方的古籍，
因為天氣潮濕，被蟲蛀或發霉的很
多，往往需要去霉、書葉孔洞補

破。如果在南方進行整頁脫裱的方
法，所運用的漿糊也會更多，未來
更容易招到蟲蛀。

同時，在修復處理中，中西方
古籍也有顯著的差異。張奇表示，
「西方古籍多是羊皮卷，修復需要

縫線、挑選各種皮料、燙金、起脊
等一系列工序，所用的修復工具與
修復工序與中國古籍修復都是完全
不一樣的。」

古籍修復
工 序 精 細 複

雜，所需時間短則幾天，長則數
月。 「最需要的就是耐心與毅力，
修復一部破損古籍，要經歷10餘道
工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張
奇說，古籍修復沒有試錯空間。
「10餘道工序每一步都是必要的，
不能簡易的方式去替代執行，因為
古籍不會給你試錯的機會。」

張奇對創新古籍修補技藝，一
直秉持較保守的態度。他認為，在
紙張檢測，紙張的薄厚度、酸碱度
的測試等方面，現代化手段的確要
比人工分析準確，但是歷史證明，
傳統工序中的每一步都有一定道
理。

讓張奇記憶猶新的一次修復工
作是一本源自早清時期的古籍。
「整本書像棉絮一樣揭不開。當時
想了很多辦法，最終只能 『慢』 修
復。因為無法用手來翻動，只能用
工具一頁一頁地揭，很多時候會掉
出來 『一坨』 ，只能再一點一點補
回去。」

此外，古籍修復也是腦力工
作。張奇表示， 「每本古籍的破損
程度和原因不一，在拆線前就要根
據實際情況，制定好每一本古籍的
修復方案。」 張奇說， 「修補過
後，不僅要讓一本破舊的古籍盡可
能地完整，還要考慮後續的保存過
程中如何防止二次傷害，以便更長
久地保存。」

掃一掃有片睇

人物故事

認真嚴謹

古籍破損南北有別 修復方法見招拆招
後繼有人靈活處理

▲清朝古籍《王氏宗譜》因蟲蛀、
斷裂而受損。 大公報記者盧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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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古籍修復而言， 「修舊如
舊」 着實是個技術活。張奇告訴記
者， 「修舊如舊」 指的是保留古籍
的真實性、特色及版本價值，保留
原始裝幀形式，堅持最少干預原
則。這一點，他在20多年前剛入
行時便深有體會。

入行第一課 學會「修舊如舊」
彼時他遇到一本書葉大小各異

的不規則 「毛裝」 書，所謂 「毛
裝」 是相對於古籍最普遍的裝訂形
式 「線裝」 而言，線裝書整齊美
觀，而 「毛裝」 則不夠規整。 「我
看着很不舒服，就想把它（古籍）
變為線裝。」 沒等開做，張奇去外
地學習，第一課就被教導要 「修舊
如舊」 ： 「當時的修復師告訴我，
那些承載時光的紙痕、墨跡穿越百
年來到我們面前，我們不可輕易地
去改變。」 如今，時間已經過去
20餘年，張奇依舊感到十分慶
幸， 「幸好我當時沒有來得及修
復，就去外地學習，要不然可能就
會犯了一個大錯誤。」

目前，張奇正在對清朝《王氏
宗譜》第一冊進行補洞。 「這本古
籍主要有三方面受損，一是第一冊
中上部分有一塊缺失，分析來看應
該是老鼠啃咬造成；二是迎着光看
每張書葉都有很多不連貫的細條，
是蟲咬的痕跡；三是由於古籍沒有
經過合理的保存，出現斷裂的情
況。」

張奇說，綜合來看，《王氏宗
譜》的受損情況不是很嚴重。 「清
朝的古籍存世量大，破損大多較為
嚴重，主要為以紙補紙的修復方式
為主。」 修補中，為避免對本就脆
弱的古籍造成二次傷害，先用麵粉
和麵，然後水洗，在洗掉麵筋的澱
粉中再加水熬漿糊。天然無添加的
漿糊，是對古籍最好的保護。而熬
漿糊正是古籍修復師要學習的第一
課。

張奇說，在物質條件不比現在
的2002年， 「我出差在上海一家

超市發現有賣可以製作漿糊的小麥
澱粉，高興地把超市裏的所有澱粉
全都買下來了，足足50多斤，坐
火車帶回長春，一路上大家都好奇
地看着我。」 張奇回憶， 「這些澱
粉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之前修復古
籍時，基本上每天都要進行一遍麵
粉的澱粉提純工作，有了小麥澱粉
就省去了不少時間。」

年復一年 修古籍一氣呵成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每一

頁古籍的修繕必須一氣呵成，不可
能今天修補一半，明天繼續修
補。」 張奇表示，漿糊、刷水
等很多工序都有嚴格的時
間要求，因此每天只
要進入到工作狀態，
就要持續地進行修
復，直到一頁修復完
成。這樣的工作，他一幹
就是22年。

即使過了知天命之年，
張奇依舊在不斷精進技藝，
於各地輾轉進修。越來越多年
輕人開始從事古籍修補工作，
是近些年來張奇最為直接的
感受。 「現在很多參與培訓
的修復師都很年輕，而且學
歷越來越高，如今很多高校也開設
了古籍修復的相關專業。」 張奇
說。雖然參加培訓的年輕人不一定
每個都會從事這份工作，但張奇覺
得，越來越多年輕人願意接觸這一
行，就證明古籍修復的技藝後繼有
人。

▲吉林大學圖書館已經修復完成的
《汪氏宗譜》。 大公報記者盧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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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工作台

一般古籍修復師的工作台
多為紅色，因為紅色與古
籍、古畫中常見的黑白兩
色的對比最為強烈，將古

籍放在桌面上，破損部
分展現得最為突出。

開工要 「淨手」
修復師在進行古
籍修復時需要提
前淨手、修理指
甲，且不能在手
上塗抹護手霜。

漿糊需特製

修復古籍用的漿糊需
要對澱粉提純後進行
使用，否則黏度以及
後續防蟲蛀都不符合
修復要求。

忌陽光直射

在修復畫作
的時候不能
用光進行直
射，且只能
陰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