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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藏古今，港通天下”，这八个字总结出了宁波的文化底

蕴与经济实力。其中，“书藏古今”指的是天下第一藏书阁

——天一阁。昔日一代大思想家黄宗羲就以登上天一阁为

荣,发出“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的惊

世之叹。

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

的图书馆，四百年风雨飘摇间，岁月仿佛只是天一池里日复一

日地荡开的层层涟漪，古籍安然地在楼阁上休憩，全然不曾理

会风流云散的往昔。

十年磨一剑 古籍修复师王金玉的匠心与传承

让时光倒流，让古书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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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O”。

修复古籍还原文明记忆
留下对传统文化的敬畏

在天一阁北书库旁，有一个安静的别院，

从未对外开放，进入这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

世界。它是天一阁的藏品修复部，也是文化

部公布的 12 个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

在这里，那些出现虫蛀、发霉、破损的古籍，经

过古籍修复师的手再次“重获新生”。

“天一阁现藏古籍 30 万卷 16 万册 2.2 万

余种，善本古籍 5000 余种 3 万余册，其中约

40%的古籍因虫蛀、鼠噬、絮化、酸化、老化、

断线、缺损等病害需要修复。”王金玉是天一

阁的藏品修复部主任，四十年来，她参与修复

的古籍已经记不清到底有多少册了。

在修复室，几位修复师正聚精会神的对

一页页残破不全的古籍进行精心修复，所经

手的每一页纸张都有上百年的历史，这让他

们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拆书、洗书、补书、折页、喷水、剪页、压

平、捶书⋯⋯每人一个工作台，上面架着一盏

台灯。手边一盆打稀的浆糊，浆糊里泡一支

毛刷。取备用纸，用手撕出一角，蘸上浆糊，

衬托在破洞背面，再将多余部分移去，熟练细

致地完成每一道修复程序。

“视情况而定，如果只是填补一下轻微破

损的话一天可以修复 10 页左右。如果情况

严重，也许花一天时间，只能修补一页。”

这里的人，大多将毕生精力都倾注在古

籍修复的事业上，一干就是一辈子。有人为

了份安稳的工作，有人因为喜爱，有人是家

传，无论前因如何，后果都是他们扎根在这

儿，用工匠精神复原出残卷中的文明记忆。

纸张修复的新办法
是匠心的继承与发展

王金玉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工作室里做修

复。专注于手头上的事情，细心地做好每一

个细节，耐心地重复每一个动作直至完成，不

断用审慎的完美主义目光检视修复成果。在

多年的实践中，王金玉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

古籍修复方法。

捶书，是古籍修复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古籍修复过程中，往往需要补洞或者新衬

一张底纸。因此需要通过捶打，让纸张保持

原有的厚度，修旧如旧。但是使用传统的方

头锤敲打纸张，容易在纸张上出现印痕，对古

籍造成二次破坏。经过探索，王金玉自己设

计图纸，打造了表面带有弧度的圆头锤，解决

了这一难题。

在外人看来，古籍修复需要的是耐心和

毅力。但是王金玉告诉记者，古籍修复还需

要创新和匠心。

例如2013年，天一阁古籍修复中心首次

结合传统纸质文物修复和科技保护两种手

段，完成了 3 张清代进士榜的抢救性修复工

作。

这 3 张进士榜文是 1877 年张贴在鄞州

区姜山镇新张俞村祠堂里的，具有极高的文

物价值和地方史料价值，但由于保存条件极

其简陋，历经百余年后，已出现严重絮化、残

缺不全、污渍等现象，按照简单的古籍修复的

方法，修复难度极大。

王金玉创造性的将书画装裱修复技术，

应用到了纸张修复中，并首次采用化学手段

加固，将揭取下来的块状、粉末状碎片还原

榜文拼接起来。6 名专业修复人员经过两

个多月的奋战，终于为这件珍贵的文物“续

了命”。

在2015年年底，天一阁精湛的古籍修复

技艺被写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纸张保护:东

亚纸张保护方法与纸张制造传统”项目的重

要成果《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操作指南》之

中，以天一阁馆藏古籍《台东涧溪鲍氏宗谱》

与文书《清光绪三年张嘉禄翰林院庶吉士敕

封》的修复工作为例,详细介绍了古籍与文书

的修复流程。

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写到：“我们只

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

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

脚处。”

其实，就像宁波市“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的旅游宣传语一样，对于这座城市的人们来说，

天一阁已不单纯是一处幽静的庭院、一处古

老的藏书阁了。它早就成为弘扬先贤智慧、

展现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符号，一种图腾。

“修复前，它们在书库里，修复后，它们依

然在书库里。古籍的保存对湿度、温度、光照

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老百姓实际上很难接

触到古籍。”王金玉说，现在最想要做的是将

天一阁古籍修复的成果社会化、数字化，让公

众共享古籍修复成果，“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

大肯定。”

在王金玉的主持下，明清科举录的修复

工作已在早年完成，历代方志的整理修复工

作也已近尾声，并在今年首次系统出版《天一

阁藏历代方志汇刊》，推动中国方志史学方志

理论的研究与深化，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古代

版本学、地域学的研究工作。

此外，天一阁还积极探索“互联网+旅游”

模式。宁波旅游信息资讯服务中心主任金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古籍的保护是第一任

务，在保护的基础上，目前天一阁已通过3D建

模技术，让古籍以数字化呈现，增强游客互动

体验。游客到宁波旅游，可以通过 AR、VR、

裸眼3D等新潮科技手段，亲自‘翻阅’古籍，体

验古籍修复、刻本、古籍版本学等背后故事。”

如今，天一阁景区的“智慧景区”建设工作

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中。在硬件上，深化标识标

牌制作方案，实现集 wifi、音频和照明功能为

一体的目的；在软件上，推进景区官网和微信

公众号建设，优化虚拟游展现内容。“通过720

度全景技术，即使不在天一阁，也能通过互联

网，身临其境地游遍景区。”金涛介绍道。

智慧旅游数字化“复活”
宁波旅游信息资讯服务中心主任金涛

古籍修复

古籍修复师 王金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