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万叶珍贵古籍得到修复

甘肃省图书馆东馆区一楼，甘肃省古籍

保护中心。工作台灯光下，一双手将书页小

心翼翼打开放在补书板上，在蛀洞周围抹上

糨糊，用同色纸对着纸张纹路，按在破损的洞

上，然后依糨糊湿印把多余的纸撕下……一

个一个反复进行，直到全部补完，再经过喷水

倒平、裁齐、折页、装订等步骤，一个月左右的

时间，一本虫蛀的古籍就修好了。

古籍修复的要求是“修旧如旧”，即最大

限度地保留古籍的原始面貌。甘肃省古籍保

护中心的修复师们用真诚与热爱为古籍筑起

了生命传承的桥梁，他们就是“古书医生”。

甘肃省图书馆作为省级非遗项目（古籍修

复技艺）保护单位，古籍修复工作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师有宽先生、何谋忠先生为代表的

古籍修复技艺人，先后积极致力于古籍修复、古

籍修复人才培养、古籍修复技艺传承等工作。

2009 年，甘肃省图书馆响应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正式成立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并开

展古籍修复工作。首先修复的是一批戏剧

剧本。剧本以蝇头小楷或行体行书抄写而

成，封面或正文前后标有抄写年代、抄写人

及收藏班社等，但破损严重，装帧形式也是

多 种 多 样 ，修 复 难 度 非 常 大 。 2009 年 至

2013 年 ，经 过 4 年 时 间 ，共 修 复 了 478 种 ，

481 册，12916 叶，全部采取“金镶玉”装。这

批剧本的修复完成，为甘肃省地方戏剧的研

究和戏剧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其

中一些经典曲目经过重新编排已被再次搬

上戏曲舞台。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

发”，这是明代周嘉胄对古籍修复师提出的要

求。经过修复师的“巧手”，一本本破损的古

籍得以“延寿”，2009 年至今，甘肃省古籍保

护中心先后完成馆藏善本、河西宝卷、戏曲抄

本、名人手札、家谱、拓片、古旧字画修复和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纸质文物修复项目”“甘

州区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大明成化丁亥

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十五卷》修复项目”

等，修复古籍逾 20 万叶，是全国古籍修复的

重要力量。

从试帖诗中看古人生活

自 2015 年 11 月中旬至 2016 年 3 月底，

甘肃省图书馆实施了“甘肃地方名人手迹修

复项目”，修复手迹 70 余册/件。其中，最具

特色的是对求古书院和兰山书院 65 件试帖

诗的修复。这批试帖诗为折装，折数不一、

大小不一，纸张薄、软，不利于翻阅。封面上

有书院名称、考试等次、考生姓名等信息，就

像现代学生们考试要写学校、姓名、考生号

一样。

兰山书院曾是清代甘肃最大的省立书院，

故址在今兰州市秦安路兰州三中校园里。求

古书院地址在兰州市贡元巷。甘肃创办书院

的历史约始于明代，清代为盛，两朝共建书院

百余座，兰山、五泉、求古、皋兰四大书院是清

代兰州四大书院。书院的教学工作是为科举

考试服务的，所设课程是为写八股文、试帖诗

而服务的，八股文和试帖诗是科举考试的必做

文体。明清时期的乡试、会试均有三场考试，

考生一场考试就要在号舍里连续待上三天两

晚，三场试下来就是九天六晚，而 1.3平方米的

号舍就是标配。你能想象在这狭小的空间中

挥洒文采的场景吗？只有亲眼看过、修过附注

心血的文章，或许才会更理解孟郊《登科后》中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

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心情。

在修复过程中，修复组整合了专家们的

建议，并根据本馆藏书特点和读者阅读需求

制定详细的修复计划，首先对破损试帖诗进

行修复，压平整后将所有试帖诗集中到一起，

找出最大试帖诗并按其尺寸规划封面。为防

止读者在翻阅时对试帖诗造成二次损伤，也

为了存藏方便、好拿取，所以封面的制作区别

于传统的经折封面，采用一整块蓝布包裹封

面、封底，再将试帖诗尾页背面点粘在封底

上，这样，所有的试帖诗在外观上都是一样大

小，也为以后制作函盒提供了方便。

“古书医生”队伍不断壮大

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自成立以来，面向

全省开展了古籍文献抢救修复和师带徒修复

人才培训工作。

作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的甘

肃传习所，不仅承担着全省古籍修复工作，还

肩负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人才培养和技艺

传承是相辅相成、同步进行的，传习所在古籍

修复人才培养方面主要有以师带徒、构建传

习网络、馆校携手共育古籍修复人才、发挥国

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职能举办古籍修复

技术培训班等多种方式。

在甘肃传习所，修复师们以传统的“口手

相传”的方式传承古籍修复技艺，导师师有宽

已收徒 20 人。很多人不理解现代科技已经比

较发达，为什么不能用科技手段代替传统手

法？古籍是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的重

要载体，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但因各种原因部

分遭到了损坏，留存下来实属不易，古籍修复

讲求“过程可逆”“最小干预”等修复原则，如果

采用不确定的技术手段予以修复，就会造成

“不可逆”，使其无法恢复，所以，古籍修复基本

上仍然采用修补手段进行修复。

同时，为了推进全省古籍收藏单位顺利开

展古籍修复工作，培养各系统和基层古籍修复

专业人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甘肃传习

所探索出古籍修复工作与技艺传承发展的新

模式——在全省范围内逐步设立传习点，建立

本省古籍修复工作网络，培养古籍修复人才和

抢救性修复重点文献的同时传承古籍修复技

艺。2017年，甘肃传习所第一家传习点在天水

市图书馆设立，正式开启甘肃省古籍修复工作

与非遗技艺传承的新模式，如今，天水市图书

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已经步入正轨。2019年，甘

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在全省调研了一批有条件

开展古籍修复的单位，最后，设立西北师范大

学图书馆、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现兰

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兰州职业技术学

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陇西县图书馆、甘

肃省博物馆、兰州大学图书馆 7 家单位为传习

点。至此，甘肃传习所传习点数量达到 8家，古

籍修复技艺传习网络也逐步建立。

为培养高素质的文献保护与修复人才，积

极推进古籍修复工作的开展，2021 年、2023

年，甘肃省图书馆先后与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

术大学、兰州职业技术学院签订合作办学协

议，通过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创新传承人培养

方式，在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古

籍修复科学研究、实训基地建设、毕业生就业、

技术服务等领域拓展进行深度合作，联合培养

年轻、专业的古籍修复人才，奋力谱写我省公

共图书馆与高职院校联合培养古籍修复人才

的新篇章。如今，两所院校的部分学生已经进

入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甘肃省文博中心开始

了古籍修复工作。她们还通过抖音、小红书等

新型媒体手段记录和发布工作日常，用自己的

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古籍修复。

甘肃传习所在举办培训班上经验丰富，通

过举办培训班，不仅为本省培养了古籍修复人

才，也为全国培养了一批修复人才。2014 年

至今，甘肃传习所已经承办 6 期全国古籍修复

技术培训班（含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举办

4 期全省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通过培训，带

动更多人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

技艺，发挥甘肃传习所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及在

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交流的良好平台作用。

妙手补千年，全在一指间。时代的发展，

对古籍修复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随着年

轻人才的加入，古籍修复技艺正在迎来传承、

发展、创造的新空间。

让古籍“活”起来传下去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丰富多彩；中华文明生

生不息、薪火相传。古籍保护是手段，传承利用

才是目的。如何让古籍“活”起来？甘肃省图书

馆积极寻找多种方式，在古籍修复、古籍数字化

和古籍活化上下功夫，让厚重的古籍“活”起来。

近年来，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通过中华传

统晒书、“非遗过大年”“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

等丰富多样的公益推广活动，让公众了解古籍、

走近古籍。为扩大典籍活化利用的广度和深

度，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重点打造“我是小小古

籍修复师”志愿服务活动。2022年 6月以来，开

展了古籍修复演示、线装书装订体验、雕版印刷

体验、碑拓、瓦当拓印等为体验内容的活动 10

余场，社会反响热烈，受到家长、师生一致好评。

为了做好古籍“活化”与利用，甘肃省图书馆

还对包括文溯阁《钦定四库全书》在内的珍贵古

籍进行数字化及精选影印，并以馆藏特色为出发

点，设计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如“蝶恋

花”雨伞、文溯阁《四库全书》主题帆布包、纸胶

带、错题本、信笺、公文包、书签、鼠标垫等，满足

大众的不同需求。（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为康丽

萍摄）

□□ 康丽萍康丽萍

让古籍让古籍““活活””得更精彩得更精彩

面 对 浩 瀚 的 书 海 ，你 有

没有想过书的过去和未来？

看 着 古 装 剧 中 各 种 形 制

的 书 籍 道 具 ，你 有 没 有 想 过

它们由什么样的人制作？

去 博 物 馆 参 观 ，看 着 展

柜 中 上 百 年 、上 千 年 的 破 损

书 画 ，你 又 是 否 会 联 想 将 由

谁去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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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一木间，一缠一绕中，一物一态

里，憧憬着诗意生活，编织着美好向往。

2008 年，秦安麦秆编技艺入选第二批甘

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971年，秦安县王尹乡王庙村、莲花

镇尹家湾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齐家文

化土陶柳条壶与土陶柳条杯。考古学者

认为，这是产生在这块土地上最早的编

织品雏形。

秦安县位于葫芦河的下游，农耕文

化 源 远 流 长 ，底 蕴 深 厚 。 在 平 均 海 拔

1570 米的黄土大地上，到处都生长着冬

小麦、玉米等传统的农作物。这些质朴、

悠久的作物，为秦安麦秆编提供了取之

不尽的原材料。

环绕着葫芦河，秦安麦秆编主要分

布在清水河流域的莲花镇、陇城镇、安伏

镇和南小河流域的王尹镇等地。至今，

从各种遗存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各种

工艺精湛、技艺高超的草编作品。

秦安草编，选料精细，所用麦秸色泽

清白光亮，粗细均匀挺直，外皮薄而坚

韧，草芯饱满富有弹性。玉米皮是细嫩

透亮的软皮，不能有霉点。每到麦收碾

打时，妇女们将麦子中颜色白亮，粗细适

中的麦秆预先挑选出来，轻轻摔打掉麦

粒后，放置干燥处备用。待麦收结束或

傍晚闲暇时，再拿出来折掉根秆部分，只

留颈节，去掉叶鞘。折好的麦秆，还要按

照粗细、色泽分成几类，当地人称为“挑

麦秆”。挑麦秆要有眼力，孩子们是干不

了的，都由大人干。挑好了麦秆，夜晚或

农闲时，人们便开始“掐草编”。掐草编

时，先用清水将麦秆浸泡数小时，直至麦

秆泡软为止。然后再像女孩子梳帽辫一

样编成辫子。由于麦秆有粗有细，辫子

又可分为粗辫、中辫（二细）、细辫等多

种。草辫编好后，还要经过分类、浸泡、

磺熏、漂白、印染、编织、整理、缝制等一

系 列 工 序 后 ，一 件 工 艺 品 就 初 具 形 态

了。一些现代韵味的编织，还需附加装

饰材料，待编成单件后，再用针线缝制在

编织好的挂件上。

进 入 21 世 纪 ，秦 安 麦 秆 编 织 技 艺

在原有的平板编织的传统基础上进行

了变革。传承人郭香莲借鉴竹编的技

法，采用网扣法和缠编法，更加突出成

品的立体感和观赏性。在六角手提篮、

桌 垫 、椅 垫 、坐 垫 、茶 垫 、沙 发 垫 、食 品

盒、果盒、提桶、茶盘、套盒等几十种新

产品中，工艺美术的特征更为突出，且

融入了生肖文化、地方故事、美好祝福

等富有地域特色的元素，从而让手工艺

品寄寓了更多的民俗文化内涵。

2011 年 ，秦 安 县 王 尹 乡 被 命 名 为

2011-2013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麦

秆编)之乡”。麦秆编更多地被大众知

晓、接纳、传颂。

秦安麦秆编，这朵源于自然、盛开在

原野的工艺美术之花，充满着泥土的芬

芳，早已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向世人传递

着成纪大地生生不息的发展脉搏。千年

的积淀中，虽然它的编织手法各不相同、

编织纹路不尽相似，但它质朴天然、富有

灵性的本质没变，它寓意吉祥安康的祝

福没变。透过麦秆，我们看到了它走向

远方、走向诗意的挺拔和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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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小古籍修复师”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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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麦秆编作品 天水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