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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内现藏有古籍约 70 万册，包含敦煌

写经、宋元刻本、名人手札和《四库全书》等珍

贵古籍。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古籍修复，是让古

籍“焕新”的第一步。2017 年，甘肃省古籍保护

中心“古籍修复技艺”入列第四批甘肃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成 立 于 2009 年 的 甘 肃 省 古 籍 保 护 中 心

（以下简称保护中心），现有修复人员 16 人，另

有两名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师有宽、何

谋忠。保护中心每年完成修复古籍数量在一

万页以上，自开展修复工作至去年年底，已累

计修复各类古籍 1410 余部、3540 余册、逾 22

万页……

甘肃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可溯源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保护中心正式成立后，

聚集了一支理论基础扎实、修复技术过硬的修

复团队，如今他们在古籍、拓片、古旧字画、经

折等多方面开展修复。

如今这支队伍中一多半的成员是“90 后”

和“00 后”，在古籍修复人才稀缺的现状下，这

些年轻人的加入不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为

古籍修复的发展注入青春的力量。

“00后”：展现青春活力

古籍修复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我

国于 2007 年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得以从学校里学习并最终

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于

2021 年和 2023 年，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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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校共育古籍修复人才。“00 后”罗雪瑞、安

雅楠、陈国艳、王丹丹她们正是“馆校共育古籍

修复人才”的受益者。

一盏台灯下，一双纤细的手熟练地往破损

的书页上刷着糨糊。比起刚开始“修古书”时

的颤颤巍巍，罗雪瑞的手法已经不再生疏。古

籍破损情况复杂多样，罗雪瑞正在修复的是被

虫蛀的书籍。她熟练地拿毛笔在虫眼周围刷

上浆，再把竹纸轻轻按上去，然后慢慢撕下，随

后拿镊子清理一下周围，使补的纸跟洞差不多

大 小 ，整 理 平 整 后 ，再 开 始 重 复 刚 才 的 操 作

“补”下一个“虫洞”。

今年 23 岁的罗雪瑞是保护中心里的古籍

修复师。她告诉记者：“在学校时学的是工艺

美术品设计专业书画装裱方向，需要很强的

动手能力，这为古籍修复工作打下了很好的

基础。”

从事这项工作快满 3 年了，从最开始的“坐

不住”到现在的“沉得下”，罗雪瑞的修复技艺

在不断进步。“我一直就比较喜欢做手工，古籍

修复不仅让我感到充实，也让我非常有成就

感。”罗雪瑞说，每次来到自己的工作台前，心

绪就能很快静下来，沉浸在古籍的世界里，感

觉特别踏实。

王丹丹比罗雪瑞小 2 岁，是罗雪瑞的同校

师妹。和罗雪瑞一样，王丹丹刚来时的学徒生

涯也是“很枯燥难熬的”——拆线、配纸、调糨

糊、补洞、托表、隐补、喷水压平、压实……这些

工作都是古籍修复中最基础也是最烦琐的部

分，王丹丹和同事们在操作台前，往往一坐就

是一天。

陈国艳第一次在学校里获悉古籍修复工

作后就挺感兴趣，实习地点也就选择了保护中

心，从 2022 年 7 月到 2023 年 7 月，一年的实习

时间里，她不但全面接触了古籍修复的整个环

节，更作出了要留在这里工作的决定。“就是很

喜欢。”陈国艳简洁的话语里有着无比的笃定。

案头上几本靛蓝色的崭新古籍正在进行

装订，这是完成一本古籍修复的最后一个环

节。它们是 181 册《钦定大清会典》中被陈国艳

修复好的一部分，去年 10 月，陈国艳成为这一

大部头修复工作中的一员，接手了其中 24 册的

修复工作，并于今年 4 月底完成任务。“这一次

做的皮子平整，是目前我修得最好的一次，以

前的修复完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还得返工。”

案头上那一摞宛若刚刚出版的古籍，让陈国艳

感到很骄傲。

陈国艳修复的这 24 册古籍，是受到了虫

蛀。她曾修过一次也是虫蛀的古籍，是清代的

一个省份的地图，但那个虫蛀因为无法机补，

只能手点，“每天手点，点了整整半年，修的太

费劲了”。

像手点修补虫蛀这样重复的活，今后的工

作中肯定会碰到，但陈国艳说自己不会再像第

一次接触这类工作时那样影响心情了，耐心和

责任，还有技艺的逐渐递进，让她心里有了底

气。“我会坚持下去的。”陈国艳说。

从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文物修复与保护专

业毕业的安雅楠，同样在保护中心找到了用武

之地。在做修复的同时，安雅楠还有一项比较

重要的工作，就是染色。“最近的一次是染一张

蓝色系的书皮，难点是要选择与原书皮材质一

样的有点泛黄的纸去染色，染出来就有修旧如

旧的感觉了。”安雅楠去年参与了修复《城武县

志》的工作，“这部古籍的破损情况主要是虫

蛀，我修的是其中两册。修复的时候采取了托

补的方法，托补之后再将没有虫蛀部分的补纸

沿边撕下，让搭口在 2 毫米左右。”安雅楠说这

是自己完成过的修复工作中最有难度也最有

成就感的一次。

目前，安雅楠在保护中心已有两年了，“实

习了一年，工作了一年。”“现在遇到一些更难

的任务之后，不会退缩了，会选择去挑战。我

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安雅楠说，她想成为像师

有宽那样的修复师。

“90后”：技艺传承的中坚力量

康丽萍、侯娟娟、柳晓苗、王学斌、杜泓瑞

等，这些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的“90 后”修复

师，或从我国第一批古籍修复专业本科毕业，

或以高学历跨专业成为年轻一代修复师，经过

几年的职业生涯历练，已然成长为古籍修复人

才梯队中的中坚力量。

在南京学了 4 年古籍修复专业的康丽萍，

到保护中心工作的 9 年时间里，已修复古籍 1.6

万页。眼下，康丽萍正集中精力修复甘肃省图

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贞观政要》，这一部是明

代成化年间的刻本，共 6 册，360 多页，“这部善

本是包背装，书页的修补工作已经完成了，现

在正在做的是补书皮。因为 6 册书籍的厚度都

不一样，书皮书脊处又缺损较多，所以要在修

之前算好距离，并且补纸没有现成的，需要染

色，这步也很关键。”康丽萍一边说着，一边拿

着尺子对着一册书籍量算厚度。

康丽萍是保护中心第一个实习期就拿工

资的专业人才，现在一年基本上能完成二三十

册善本的修复，她日益精进的修复技艺在同事

之间有目共睹。“除了基于学校里学习的专业

知识之外，更得益于实践和师有宽先生、何谋

忠老师他们的传授。”康丽萍从老一辈那里学

的不仅是技艺，还有人生观。像自己的老师们

那样，她带陈国艳这些年轻修复师时，在传授

技艺方面也是毫无保留的。

进入保护中心一年，“90 后”修复师王学斌

觉得，古籍修复工作赋予古籍新生，能从事这

份工作充满荣耀。

王学斌曾认为“古籍保护”就是把“古书”

保管好。但慢慢地，随着对修复工作的深入理

解，他发现古籍修复、保护除了靠老师傅们的

“经验”，也需要自己专业的知识。“古籍修复开

始前，需要对古籍用纸酸碱度、纸张纤维、白度

等数据值进行化学检测，然后不同的书籍有不

同的修复方法。而这些就需要系统的专业知

识。”王学斌说。

在修复技巧上老一辈更有经验，而年轻的

古籍修复师也有敢于尝试新鲜事物的勇气，

“要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修复师，经验和勇气缺

一不可。”王学斌说。除了“修书”的日常工作，

王学斌还要和同事们一起参与修复中心策划

的各类对外宣传活动，让更多普通人对“古籍

修复”产生共鸣和兴趣。

杜泓瑞的办公桌上除了修复古籍的工具

和书籍，还摆着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自己篆

刻的印章等“私人物品”，他说研习书法、篆刻

对他来说既是一种放松，对工作能力也有一定

程度的提升。

“我们这个工作更重视实操能力，一般新

手都要先从观摩开始，最先上手的工作普遍是

补虫洞。”杜泓瑞说，“古籍修复实际上是一门

交叉学科，从古汉语到绘画美术，再到传统古

籍装帧出版，需要学习的课程和掌握的知识涉

及许多领域，而随着年轻人的加入，会将很多

新式手法和理论运用到修复中，但也需要年轻

人沉下心不断对古籍修复理论化、课程化进行

深入探索。”

“需要向老师傅们学的更多，比如，酸化、

糟朽、粘连的古书我还没有修过，随着自己掌

握的技能越来越多，后面要面对的古籍修复的

问题也会越来越复杂。”但杜泓瑞觉得每当看

着一件残破的古籍被修复完好，把古人的智慧

重新呈现出来，都让他内心充盈并快乐。

2017 年，侯娟娟考入甘肃省图书馆就职。

入职培训时，古籍修复的工作内容总让她兴趣

满满，轮岗半年后，她决定留在甘肃古籍保护

中心，成为一名“古籍医生”。

“古籍医生”每天面对要修复的古籍，自然

也要见识古籍形形色色的“疾病”。被油浸过

的古书想要“去”油渍，修复方法居然得用纯净

水加热“清洗”。这是侯娟娟刚入行不久，见识

过的一项修复技艺，侯娟娟回忆，当时看到后，

也对古籍修复技术多了一份敬畏。“修复古书

就是对书进行的一场‘微创手术’。能成为‘古

籍医生’，太有成就感了。”她说。

目前，侯娟娟正在编辑一本关于西北地区

古籍修复的教材，这对她来说，是一次难能可

贵的学习机会。“由于天气原因，北方地区，古

书霉变的情况并不多见，即便出现后，采用羊

毛刷刷，用面团滚、太阳晒等方法基本就能去

除，而在南方，采用的是一些化学试剂，今后这

也是我们可以尝试的方向。”侯娟娟表示，在

编辑书本的过程中，她对古书霉变的处理方法

有了系统的认知。

“老师们总说，要想在这个行业里有所成

就，要耐得住性子，静得下心。”侯娟娟说，每

每面对那些亟待再获“新生”的珍贵古籍时，就

觉得重任在肩。

（本文配图由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提供）

□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雷媛 熊园

修复古籍的年轻人

夏日炎炎，清风拂面。我带着儿

子到街上去看景泰县城的新模样，出

小 区 右 转 就 到 了 705 路 沿 线 的 闹 市

区。我们一路转悠，走遍了县城的大

街小巷。

同心公园充满时代气息。在空间

分割中，绿化带使体育活动区与休闲

娱乐区自然分离，小喷泉散落在每个

角落，建筑与水与人完美结合。两段

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南北走向单檐

“歇山顶”式长廊，像一座精致的屏风，

镶嵌在公园东侧，大段为 9 间，小段为

5 间，柱高约 3.5 米，柱距约 4 米。廊道

安装有固定的长条凳子，供人们休息、

聊天。长廊两头建有亭子，每个亭子

呈六边形，各有六根柱子，柱高约 4.5

米，巍然挺立在鼓面石柱墩上。梁柱、

横木、飞椽子油漆彩绘工艺精湛。小

亭与长廊屋顶选用青瓦铺面，色泽优

雅，增添了通道建筑的艺术特色。

“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

时”。夏日公园花木夹道，绚丽多彩。

麻雀、燕子三五成群；清香的郁金香、淡

紫的牵牛花，在阳光的普照下，显得更

加可爱迷人；美丽的蝴蝶，在花丛中翩

翩起舞；蜜蜂吮吸着百花的芳香……一

排排喷水机“哒哒”作响，喷出的清水润

泽着花木，形成的蒙蒙水雾让人们在炎

热的夏天感受到清凉。

良辰好景知几何，晴天傍晚游人

如织，有跳广场舞的，有拉二胡的，有

三三两两轻声细语的，有小孩初学滑

旱冰的，有清唱的，优雅的歌声如同山

涧清泉……

□ 来进红

小城美如画

近 日 ，由 甘

肃省文化和旅游

厅 、甘 肃 省 民 族

事 务 委 员 会 、甘

肃省文学艺术界

联 合 会 共 同 主

办 ，甘 肃 省 文 化

馆 、甘 肃 省 音 乐

家 协 会 、甘 肃 省

民族歌舞团承办

的“ 唱 响 陇 原 民

歌 逐 梦 伟 大 时

代 ”—— 甘 肃 省

民歌大赛决赛在

兰州举办。

大赛自今年

4 月启动以来，吸

引了全省各地的

民歌爱好者踊跃

报名。经过数月

的 激 烈 角 逐 ，专

业组和非专业组

的 50 组 优 秀 选

手从众多参赛者

中 脱 颖 而 出 ，成

功 晋 级 总 决 赛 。

他们带着对民歌

的 热 爱 与 执 着 ，

齐 聚 一 堂 ，共 同

唱响陇原大地的

美妙旋律。

决 赛 现 场 ，

选手们身着传统

民族服饰，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

艺，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比

赛设置了多个环节，包括选手演唱、专

家点评等，让观众在欣赏美妙歌声的

同时，也能感受到甘肃民歌的多样性

和感染力。经过激烈角逐，决赛最终

产生专业组十佳歌手及非专业组十佳

歌手各 10 名。

值得一提的是，在复赛阶段，已有

100 首优秀作品成功“出圈”，这些作

品不仅旋律优美、歌词深情，更富有甘

肃特色。其中，《牧羊马》《丝路儿女》

等作品因其独特的演奏形式和深刻的

内涵，受到了评委和观众的广泛好评。

本次大赛还特别邀请了知名音乐

人和民歌专家担任评委。同时，大赛

还设立了优秀奖、网络人气奖和优秀

组织奖等多个奖项。

通过本次大赛，甘肃民歌这一宝

贵 的 文 化 遗 产 得 以 更 好 地 展 示 和 传

播，为繁荣发展甘肃文化事业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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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视点

在甘肃省图书馆的一隅在甘肃省图书馆的一隅，，便是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便是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目之所及目之所及，，数张宽大的办数张宽大的办

公桌上摆放着各类古籍以及放大镜公桌上摆放着各类古籍以及放大镜、、毛笔毛笔、、排刷排刷、、剪子等工具剪子等工具，，十几位工作人员正伏十几位工作人员正伏

案忙碌着案忙碌着，，伴随着糨糊和着纸张的书卷味伴随着糨糊和着纸张的书卷味、、装帧古籍封面时的咚咚声装帧古籍封面时的咚咚声、、小心翼翼翻小心翼翼翻

书时发出的沙沙声……书时发出的沙沙声……

镊子捏在指尖镊子捏在指尖，，游走于残损的书页间游走于残损的书页间，，纸屑被层层揭起……纸屑被层层揭起……““修旧如旧修旧如旧””，，化腐化腐

朽为神奇朽为神奇，，时光流转间时光流转间，，在一位位古籍修复师的巧手下在一位位古籍修复师的巧手下，，一张张残损的书页焕发了一张张残损的书页焕发了

新生新生。。

书
口
（
修
复
前
）

书
口
（
修
复
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