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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修复复古古籍籍旧旧时时光光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中
实习生 林雨

古籍修复这项延续古籍生
命、传承中华文明的传统技艺，
随着2007年开始的“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3日，走进全国十二家“国
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的山
东省图书馆修复室，水槽附近
的电磁炉、蒸锅以及大小不一
的不锈钢盘和盆，让人恍惚间
像是走进了谁家的厨房。只有
案头陈放的一摞摞百年以上
的破旧古籍，证明这里并不是
一般的地方。

修复室里活跃着一张张

年轻的面庞，与古籍形成鲜明
对比。有着“山东省高科技人
才”称号的杨林玫说，省图修
复中心伴随着“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的启动壮大起来，现有
工作人员都是从图书馆其它
部门先后加入到修复队伍中
的，来自外文部的焦雅惠受父
母熏陶，有过字画装裱的经
历；来自报刊部的侯妍妍大学
学的是古筝，手指灵巧。

古籍修复技术工序繁复，
从开始的准备阶段，经过修整
阶段到最后的复原阶段，大致
需要拆书数页、选配补纸、清
洁书页、修补破损、压平压干、
修剪折页、捶书、装订等十几
道工序。每道工序的细节都关
乎修复质量的优劣。

每部破损古籍的状态各
有不同，这就需要修复人员

“对症下药”。酸化严重的古籍
需要先进行脱酸处理，补纸颜
色不符合要求则要先对补纸
进行染色，粘连导致的书籍板
结则要先进行蒸揭。

千百年来，古籍修复始终是
“师带徒”的教学方法。为了让工
作人员尽快掌握修复技能，馆里
请来了国内知名古籍修复专家
潘美娣，进行口传心授手把手
教学。如今，古籍修复又融入
了纸张的酸碱度测试和纤维
检测技术等现代化元素。国家
一级古籍——— 宋刻本《文选》
修复工作共进行染纸试验一百
余次，完成修复用竹纸及皮纸
染色一百八十余张。修复结束
后，又对补纸和修复后的书页
进行酸碱度跟踪检测，这是首
次运用科学检测的方式进行一
级古籍的修复。

据最新统计，全国各公藏
机构收藏古籍量超过5000万册，
虽有纸寿千年之说，但因保存
条件差异，其中有三分之一左
右或多或少存在破损情况，破
损古籍的修复刻不容缓。中国
的古籍修复队伍虽然从七年前
的不足百人发展到如今的七百
余人，但与庞大的待修古籍数
量相比，仍显不足。

板结成一体的古籍需要用纸包好，放到锅内边蒸边揭。 科学检测已运用到古籍修复中，修补用纸都要取样检测。 为了修旧如旧，修补用纸要染成和古籍相似的颜色。

每处缺损和虫眼都要一点点逐一粘补修复。

酸化的书要先“洗澡”脱酸。

淘洗制作浆糊。 上面三本是修复后的古籍，下面一本是破损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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