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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玉认为，古籍、古书画是地区文明、民
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修复、书画装裱技术是
传承文明的重要手段。为使古籍修复、书画装裱
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作为天一阁藏品修复部主
任的王金玉开展技艺传承自有她的做法。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天一阁博物院藏品修
复部近年购置了大批修复辅助器材，显微镜、计
算机、古籍修复工具等设备不断更新，保证了修
复的精准和高效。此外，提升自我永不止步。几
十年来，王金玉抓住一切机会请教国内知名专
家。2002 年她参加国家文物局与中央美术学院
举办的“书画修复与鉴定高级研修班”，师从荣
宝斋的冯鹏生老师、故宫博物院的张金英老师
等。2008 年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古籍
修复技艺初级班，师从古籍修复国艺传承人杜
伟生。王金玉还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古籍修复
高级人才培训班等，不断精进自己的专业知识
与修复技艺。再有就是不断培育新人。天一阁博
物院在 2018 年至 2019 年分别举办了“宁波市古
籍修复”“浙江省纸质类古籍修复”等培训班，提
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藏品修复部的队伍近年
来不断扩充，目前已有 13 名工作人员，其中不
乏古籍修复专业的本科生，王金玉本人还招收
了 2 名徒弟，入室亲传。

2020 年 6 月，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传习所
获国家古籍中心颁发的“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
传习中心”称号，王金玉受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国家级传习导师”。
谈起选徒弟的标准，王金玉表示，要动手能

力强的，做活精细、心灵手巧、思维方式灵活的，
“这些徒弟是要承担古籍书画传习任务的，一定
要好好选。”

王金玉说，“我会尽我的能力做好传承工
作，古籍和书画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春华秋实，虽已临近退休，但王金玉手头的
业务还很多，承接的项目也越来越复杂、精细。
天一阁古籍修复中心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藏品修复部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天一阁博物院有专门的参观区，用以展示
藏品修复部的成就与工作内容。

王金玉欣慰地看着自己努力多年的一项项
成果被世人所了解，却谦虚地表示：“我所见到、
接触到的，只是古籍和书画的冰山一角，这里面
的学问很大，世界更大。”

淡泊明志——

从业务精进
到技艺传承

纸掌乾坤
——记古籍修复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王金玉

李师漫

王金玉本来有着“老天爷赏饭吃”的
外貌条件，从小喜爱唱歌跳舞，1977 年，
上高一时，大的环境是书念不成，要么下
乡，要么另寻他路。她不顾家人的反对，
报考了甬剧团，几轮考试后，终于如愿以
偿地成为一名演员。剧团的日子很辛苦，
她 勤 勉 刻 苦 ， 有 股 子 韧 劲 ， 每 天 清 晨 6
点，不喜多言的王金玉悄悄来到练功场
地。由于兢兢业业，她得以在 《霓虹灯下
的哨兵》 等剧目中出演角色。“我身体的软
度到现在都还不错呢！”也许正是当年的训
练，养成了后来做事特别认真的习惯。

1978 年春，王金玉从甬剧团的一名演
员，转行到天一阁博物院，成为和“古
董”打交道的人。从热热闹闹的舞台，来到
静得能听见风从粉墙黛瓦间“丝丝”刮过的
古宅院，环境一下子大转换，沉寂的氛围并
没有让她感到不适，她生性喜欢安静。

到天一阁工作不久，古籍修复前辈洪
可尧先生与她有过一段对话：

“你文文静静的，可以在我们这里修复
古籍。”

“可我没读过古书啊！”
“没关系，可以学嘛。”
老先生的话，语重心长，让她有种隐隐

的期待。正是那次聊天，决定了王金玉后来
所走的路——古籍修复和书画装裱，这一
走，便是 43 年。43 年后的今天，天一阁博物
院已经拥有了国家“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
是全国 12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
王金玉也成为古籍修复的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国家级古籍修复导师。

在前不久天一阁博物院举办的一次展
览中，展板上挂着一把巴掌大的棕毛刷，
刷子的棕毛明显短了一大截，与边上的其
他刷子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把毛刷记录了
王金玉的书画装裱经历。王金玉说：“它跟
随我多年，隔两年，刷子毛磨掉了一截，
我就拆掉一圈线，刷子也会短些，多年下
来，就成这样子了。”

最初，那些躺在书阁里的古籍，因保存
方法、虫蛀、潮湿、纸张等原因，有“病害”的
不在少数。王金玉牢牢记住前辈的话，40 多
年来在寂静的环境里，参与了大部分古籍的
修复，如果让她一下子说出数量，她还真说
不准。许多《科举录》《地方志》都是经过王金
玉带领的团队修复后上报入选国家珍贵古
籍的。现在，天一阁博物院入编国家珍贵古
籍的有 6 批、93 种、5493 册。

闹中取静——

从登台露脸
到埋首书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受科技手段
制约，古籍修复方法有限，更多地依
赖技术人员的耐心与细致。王金玉性
子沉静，极有耐心又善钻研，日复一
日地粘粘贴贴。并能在重复劳动中发
现新问题：“每一帧画、每一寸纸的纤
维、纹理都不一样，也没有任何两件
古籍的破损情况是完全相同的，所以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道全新的考题。”

多年来，通过王金玉等人孜孜不
倦的努力，天一阁博物院古籍修复中
心一直以古籍保护为重点，拥有专业
的古籍修复保护人才队伍和先进的实
验设备设施，拥有专门的古籍科技保
护实验室和古籍修复、书画装裱工作
室 ， 同 时 拥 有 “ 国 家 级 古 籍 修 复 中
心”称号和国家“纸质类可移动文物
修复资质”证书两个“金字招牌”。

受访时，王金玉和团队刚刚完成
一部重头古籍——《复庄今乐府选》的
修复，即将入库。这部天一阁所藏善本
古籍共 58 册，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集部 21877 条著录，并入选第五批“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该套书是晚清文学
家姚燮编选的历代杂剧、院本、散曲、衢
歌 等 戏 剧 类 文 学 作 品 总 集 ，原 为 192
册，现存 170 册，分藏在国家图书馆（2
册）、浙江图书馆（110 册）、宁波天一阁
博物院（58 册）三处，从未刊行。

《复庄今乐府选》 由朱氏家族后人
于 20 世纪捐赠给天一阁后，一直收藏
于库房。因保存条件有限，出现了大
面 积 脆 化 、 虫 蛀 、 残 缺 、 糟 朽 、 水
渍、变色、霉斑、书口开裂等问题，
甚至无法翻阅，其中 19 册损毁最为严
重，如不及时抢救修复，将会永远消
失。其他 39 册也出现虫蛀、脆化、水
渍 、 变 色 等 病 变 ， 如 不 及 时 保 护 修
复，在宁波潮湿的气候环境下，病害
将会越来越严重。

面对 《复庄今乐府选》 ，王金玉认
为，全书誊写整齐、笔记不一，当为书手
所抄。其中“耍词”一卷，当为姚燮笔迹。
每卷卷端均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中录
著者名氏，天头有姚燮眉批“原题作某
某”，旁有姚燮校书题记，并钤名章，具
有极高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在 整 体 评 估 后 ， 王 金 玉 制 定 了
“核查古籍-修复方案-检测分析-杀虫
灭菌-拆揭书页-清洁书页-修补书页-
平整书页-装帧复原-建立修复档案”
的修复技术方案。她与另外 3 名技术
人员连续奋斗 18 个月，对残破页面编
号、统计、分类、总体摄像、绘图、
详细分析与统计病害；对古籍进行揭
取、修复 （去污、脱酸、修补拼接、
脆化加固）、齐栏压平装订、原貌装
帧。最终这套古籍的修复工作得到专
家一致肯定，顺利通过验收。

岁月流转，随着抢救的深入和一
部部古籍的“重生”，王金玉也不断获
得业内认可。问起为何能几十年如一
日地坚持做这“枯燥”、沉闷的修复工
作时，王金玉很平静：“我性格内向，
不善于与生人打交道，也是在很年轻
的时候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事，喜欢在

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做事。古籍修复很
宁 静 ， 很 适 合 我 。 近 年 来 ， 古 籍 修
复、书画装裱工作越来越受重视了，
总有人来参观学习，毕竟文化是需要
传播的。”

把“有病”的古籍，从库房搬到
修复中心，一段时间后，再完好地送
回，这一过程或许是三两个月，或许
是半年多，甚至更长。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这是王金玉工作的常态。

当然，抢救古代纸质文物，也不
总是在书斋里，鄞州姜山镇新张俞村
进士榜的修复项目便是一次难度很大
的抢救。

2014 年 8 月，王金玉代表天一阁
博物院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接手鄞州
姜山镇新张俞村祠堂清代进士榜的抢
救修复任务。新张俞村是众多宁波帮
人士的故乡，祠堂墙壁上的进士榜是
一份具有史料价值的清代文物，承载
着新张俞村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历经
久远，进士榜已出现絮化、残缺、污
渍、黏结等严重病害，大多数纸张断
裂或破损成碎片，有的部位甚至粉化
成残渣，属濒危文物，急需进行保护
修复。

三张进士榜均高高粘贴于古建筑
的木板墙壁上，修复伊始，只能登高揭
榜，无法在揭下榜文之前进行整理搬
移。在揭取过程中，榜文极易发生破损。
经验丰富的王金玉并没有贸然行动，经
过认真论证后，她决定对榜文进行加固
处理。由于榜文长期处于半露天环境
中，表面有尘土、霉菌和其他污渍。她用
小毛刷一点点地清理表面的尘土，再用
层析纸浸湿无水乙醇黏附在霉斑处 3
至 5 分钟，接着处理下层析纸，反复多
次，直至霉斑彻底被清除。至此，揭取前
的加固处理才算基本完成。

揭取是重要环节。为慎重起见，
经缜密观察，王金玉发现该批榜文是
用糨糊粘贴在房间木构件之上，粘连
情况与常见的具有明显区别。由于时
间久远，再加上四季交替，期间不断
润湿、干燥，反反复复，使纸张纤维
不断膨胀、收缩，最终导致榜文整体
断裂变形，特别是榜文断面处，纸张
因 纤 维 絮 化 而 断 裂 并 错 位 粘 连 在 一
起 。 王 金 玉 和 技 术 人 员 在 充 分 加 固
后，先喷洒脱取剂，后用启刀将错位
粘连及重叠的纤维和纸张从下到上精
细截取，再将截取下来的碎裂纸片和
纤 维 束 平 展 在 托 盘 上 编 号 摄 像 、 分
类，运回天一阁待修。

王金玉带领几名技术人员在修复
前期采用碎片定位操作，将一片片残

破的纸张重新辨认、分组，再着手繁
杂 的 修 复 。 每 一 片 碎 纸 都 需 妥 善 清
洗、拼接、加固，不放走每一丝纸絮。

检测结果显示，文物存在霉脆和
酸化。托裱修复用纸的选用是古籍修
复的关键，要选用与原榜文纸张的厚
度、颜色和材质接近的纸张。通过对
榜文纸张材质的分析及染色测试，王
金玉确定该榜文纸张材质与宣纸极其
接近，故选用了染色宣纸。

就这样，经过干拼-湿拼-脱酸-
清洗-揭命纸-小托-填洞-砸实-上墙
拉平等工序后，终于完成了这件文物
的揭榜和修复。

2020 年 8 月，太平天国侍王府纪
念馆慕名找到天一阁，他们馆藏的文
书急需修复。侍王府位于金华市古子
城酒坊巷，是古建筑类纪念馆，展柜
处于半露天状态，一直无法满足纸质
文 物 的 恒 温 恒 湿 环 境 及 对 光 照 的 要
求。长期以来，文物受损严重。待天
一阁博物院团队立项修复之时，虽已
有恒湿柜，但所展出和所藏之太平天
国纸质文物均未做过消毒、修复和仿
制处理。展现在王金玉他们眼前的，
是一份清道光二十八年的地契、一份
太平天国炮台铭文拓片和一份太平天
国纸质文书，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和
时代印记。由于材质本体局限、环境
污染及人为原因，这些文书出现了大
面 积 霉 斑 、 黄 斑 、 破 损 、 虫 蛀 、 残
缺、水渍、污渍、脆化、折痕、字迹
褪色等病变，如不及时抢救修复，部
分文书内容将会永远消失。

秉承“最大限度延长文书寿命”
“尽量保持文书的历史原貌”的理念，
王金玉团队制定了周密的文书修复保
护方案。检测分析、杀虫灭菌、清洁
文书、分揭褙纸、修补文书、仿复制
品、托裱文书、建立修复档案⋯⋯经
过近百天的努力，太平天国侍王府各
类银钱执照、门牌以及太平天国开朝
勋臣炮台拓片等文书资料的原褙纸及
托裱纸由于霉斑、污渍较重，不予保
留，画芯则尽数以清洗、修补、托命
纸、挖镶装裱成单折页的方式进行修
复及重新保护。

谈到修复，王金玉认为，最难啃
的骨头莫过于纸张絮化。絮化程度较
轻的书页可先补后托，即先将残缺、
破损的书页修补之后再用整张皮纸托
裱。而纸质严重絮化的古籍书页，则
要先用皮纸对书页进行整张托裱，以
加固纸质，然后再对破损部位进行修
补。在处理絮化时，王金玉要求团队
成员做到“不错过每一个标点符号、
不放过每一根纸浆纤维”，极大程度地
保存了古籍的原始纸张。

沉浸于古籍修复的乐趣当中，王
金玉怡然自得。每一个霉斑的祛除、
每一个小缺口的修补，都是她极尽劳
作的成果。刚到天一阁时，她还是个
16 岁的小姑娘，而今，她已是一个以
80 后 为 主 的 团 队 的 带 头 人 、 修 复 专
家，她用坏的毛刷、用去的糨糊，难
以计数。

书阁内外——

从古籍修复
到抢修文物

古
籍

、
书

画

陪伴了她大半生，

纸张纤维的褶皱

中，有她静水流

深的春夏秋冬。

待修复的古籍待修复的古籍。。
王金玉专心致志地修书王金玉专心致志地修书。。 书画装裱书画装裱。。

4040多年练就的巧手多年练就的巧手。。

与书画修复装裱相关的工具与书画修复装裱相关的工具。。

古籍修复工作室古籍修复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