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楼世宇 顾华达
美编/严勇杰 照排/王蓉A10聚焦热点2018年12月28日 星期五 广告

如何让躲过了兵火摧残、鼠啮虫蛀的古籍“益寿延年”？化腐
朽为神奇的古籍修复技艺传承如今又融入了哪些现代科技元素？
今天上午，跨年大展“书·技·匠——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展”
将在天一阁云在楼拉开帷幕，120余册馆藏明清至当代新旧家谱
向公众展出。

此次展览的重头戏要从一部修复中的古籍《赤岸孝冯氏宗谱》
说起，通过“书”“技”“匠”三个方面娓娓道来，不仅展示完整的古籍
修复过程，更精心诠释了天一阁传统修复技法与现代科技有机融
合之后的古籍修复“独门绝活”。

匠·传承发扬

天一阁古籍修复师每天面对着尘封已久、落满灰尘的故纸堆，
终日埋头伏案，与纸张、毛笔、浆糊、针锥、镊子、剪刀为伴，助古籍

“延年益寿”。
近年来，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薪火相传，成绩斐然。2009年，

天一阁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纸质类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书；
2010年，入选文化部首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单位，承担国家珍
贵古籍的修复任务；2015年，天一阁博物馆代表中国完成了《古籍
与文书修复导则》的中国部分之一《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操作指
南》，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肯定和赞赏；2016年，“天一阁古籍
修复技艺”入选第五批浙江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成为江浙一带最具
代表性的古籍修复技艺。天一阁藏品修复部主任王金玉，从事古
籍、书画等纸质文物修复工作40余年，技艺精湛，是天一阁古籍修
复技艺传承人。

“择一事，终一生”，一群在日复一日中默默坚守的修书人，让古
老技艺生机焕发，天一阁的古籍修复师演绎着令人赞叹的“工匠精
神”。王金玉介绍说，自2012年至今，天一阁古籍修复团队共完成
书页修复5万页、古籍基础维护3054册、书画装裱374幅、碑帖传
拓与修复11889张，古籍修复数量连续10年居浙江省前列。

此次展览除了揭秘古籍修复的过程外，还展出一些家谱珍本，
如刘宗周辑《水澄刘氏家谱》(明刻本)、万斯大纂《濠梁万氏宗谱》(清
乾隆刻本)、黄宗羲后裔黄炳垕纂《竹桥黄氏世德傅赞》等。据悉，展
览将持续到2019年2月20日。

除了展览以外，2019年1月1日上午，天一阁书画艺术院还精
心策划一场“小小修书匠”传统古籍修复技艺体验活动，感兴趣的市
民可以通过关注“天一阁”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

记者 陈爱红 通讯员 乌莹君

技·巧手医书

天一阁凭借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不仅较好地保存了明清以来
江浙一带尤其是宁波地区的古籍修复传统，近年来还不断吸收科技
养分，积累了一整套扎实的修复技艺。这套古籍修复的“独门绝活”
工序繁复，拆解、清洁、修补、平整、装帧复原……每道工序每个细节
都关乎修复质量的优劣。

针对《赤岸孝冯氏宗谱》存在的不同病害类型，此次展览将该书
的水渍、虫蛀、脆化、残缺、絮化、霉变、受潮粘连、书口开裂等病害，
用修复前和修复后的实物对比法一一进行展示，并分别阐释了不同
病害类型形成的原因和修复方法。通过实物对比展示和多媒体视
频播放，观众在参观时就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古籍修复的实施过程。

本次展览不仅展出了经折装、册页装、蝴蝶装、包背装、毛装、线
装等多种装池形式和传统的古籍修复工具，还展出了白度测定仪、
纸张测厚仪、分光测色仪、pH计等实验室中的检测仪器。越来越多
的现代化科技设备应用到古籍保护领域中，古籍修复这项技艺正在
进行着新旧传承和与科技手段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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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命悬一线

天一阁素以收藏大量海内外罕见的明代地方志、科举录而著
称，但事实上，家谱收藏也是天一阁的一大特色。截至今日，天一阁
所藏新旧家谱已达800多种，涉及100多个姓氏。2015年以来，天
一阁博物馆通过社会征集先后入藏家谱623部3208册，《赤岸孝冯
氏宗谱》就是其中的一部。

《赤岸孝冯氏宗谱》共14册。赤岸冯氏为义乌名门望族，初祖
冯子华，生冯宿、冯定二子，唐代贞元（785-804）年间相继登进士
第。冯宿官至吏部尚书，冯定官至工部尚书。冯宿四子三进士，冯
定四子四进士，加上从弟冯审、冯宽两进士，故在赤岸“孝冯祖祠”的
石柱上留有一对“祖孙九进士，兄弟俩尚书”楹联。革命家、文艺理
论家冯雪峰，科学家、农业教育家冯泽芳均出自此族。这部《赤岸孝
冯氏宗谱》是清嘉庆年间的木活字本，是该族现存最早的家谱版本，
据《中国家谱总目》记载，相同版本的该族宗谱仅上海图书馆存有残
本一册，可见天一阁所藏全套14册的《赤岸孝冯氏宗谱》十分珍稀。

由于原收藏和保存环境的限制，以及岁月侵蚀、材质本体局限
等原因，征集入藏的《赤岸孝冯氏宗谱》几乎已经命悬一线，存在虫
蛀、霉蚀、絮化、水渍、褶皱等多种病害，14册书页大部分破损残缺严
重，亟待天一阁古籍修复中心抢救修复和保护。

“书·技·匠——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展”展出现场。 记者 周建平 摄

天一阁举办“书·技·匠”大展

诠释古籍修复
“独门绝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