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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原料，四处求索

“现在有个词叫‘古纸再造’，其实并不
确切。同样是古纸，唐、宋、明、清历代各不
相同。一样是明刻本，少说也有几十种不同
用纸。”杜伟生在甬期间告诉记者，比如宋籍
常用楮皮纸，明清古本多用竹纸。上世纪
90年代，杜伟生曾赴英国修复整理敦煌遗
书，其纸张的韧劲不是今天可以想象的。

李大东想造纸，要造哪个时代的纸呢？
2007年，李大东退休。同年5月，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图书馆成立。李大东
有了更多时间和机会去钻研古纸配方，也同
国图取得了更紧密的联系。

常规做法是，由国图向其提供明清古纸
实物的检测数据，比如一定面积纸张的重
量、厚度、定量、紧度、纤维、酸碱度等，李大
东自己负责寻找配方、原料，找纸工委托加
工试制。造出纸来，再交给国图检测，看各
项数据是否符合要求。

这些年，李大东比较得意的一件事是成
功造出了三桠皮纸。这是一种极为轻薄的
皮纸，古籍修复时常用它溜书口或加固严重
老化脆弱的书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
纸张只在日本生产，每平方米的三桠皮纸重
量不到4克，售价高达398元人民币，令杜
伟生等人印象深刻。

要造三桠皮纸，首先要寻原料。多方打
听，李大东得知，衢州山区有位周师傅还在
从事有关加工业务。一路舟车，他终于在衢
州深山找到三桠皮，却发现不符合要求。造
纸原料要求精细，树皮的头部、根部都不能
要，只取其中最“干净”的一段。李大东和周
师傅以及近十个小工一起，加工处理半个
月；达到初步要求后，运到纸厂，又请工人们
挑拣净化；经泡水、打浆一系列严格复杂的
工艺操作，捞出不能用的粗纤维。最后用来
造纸的精细浆料，不足原料的百分之五。

好在，李大东最终成功了。他造的三桠
皮纸，比日本造的更轻薄，每平方米只有3.5
克。“杜伟生老师在参加一次国际会议后告
诉我，说我造的纸可以跟日本的媲美了，我
才觉得有些满足，感觉为中国古籍修复造纸
作了一点贡献。”李大东说。

为寻找合适的原料，十余年来，李大东
的足迹遍布浙江、安徽、江西、四川、福建、广
东各地。他也愈发感觉到，造纸不仅需要情
怀，更需要不断求索的科学精神和攻坚克难
的顽强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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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
馆员、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
伟生先生来甬授课，言谈间，透露一个
信息：在宁波，藏着一位“牛人”，堪称当
代“造纸匠”。目前我国主要图书馆、文博
类场馆的古籍修复用纸，大部分由他提供，说
他是“造纸第一人”，也不为过。

这位低调的“牛人”名叫李大东，天一阁
退休员工，今年72岁。他与古籍修复之
间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又是如何一
步步成了古籍保护与修复界的造
纸“大神”？记者有幸造访他
的家中，聆听了他的故事。

路漫漫其修远兮

如今，李大东已经成功造出百余种
古籍修复系列用纸，经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配送，供各省古籍保护中心及有关单
位使用。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
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
中央第一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等上百家
单位都在使用他提供的纸张。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老师告诉我，全
国大概有80%的古籍修复用纸都是从
我这边提供的。”说到这里，李大东脸上
终于露出一丝骄傲。

不过相关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复
原古纸，难题太多。”比如纸张的颜色，配
方失传，工艺缺乏记载，有几种古纸李大
东试过几十次都达不到要求；还有帘丝
间距，不同纸张要求不同，生产中需要随
时调整，抄纸绝不能“一抄到底”，而拥有
上乘技艺的抄纸良工并不易得；还有永
恒的原料难，唐宋古籍常用麻纸，蔡伦造
纸也说有麻，为此李大东曾在大热天去
偏远粮仓背来一批废旧破麻袋，用来实
验生产……

还有一些难题，是个人能力难以解
决的。江西毛泰纸、浙江开化纸，古人是
怎么造的，到现在还是个谜。李大东只
能尽自己的努力去尝试接近古法。

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先生曾赠
李大东四尺墨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著名古建学家陈从周先生
也曾赠其“岁寒三友”画，这两幅字画一
直挂在李大东家里，激励着他在古籍保
护与修复道路上不畏艰难，上下求索。

记者 顾嘉懿

造纸匠造纸匠

AA 从“修书人”到“造纸匠”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大东就在
天一阁从事古籍修复与古籍管理。
严格算起来，严春航、洪可尧先生是
天一阁第一代修书人，他是第二代。

1989年，文化部委托上海图书
馆开办全国性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李大东代表天一阁去了上海。这次
培训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在这个班
上，他结识了古籍修复界泰斗、复旦
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
赵嘉福。

半年求教，李大东学习了书画修
复装裱、刻碑拓片，对古籍修复日渐
入门。有一天，恩师赵嘉福告诉他，
若要再进步，可去拜访北京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前身）的杜伟生老师，集
“南北”所长，必有收获。

怀揣一丝兴奋，李大东来到北
京。除了向杜先生请教修复技艺，他
还有一个心愿，想向国图求取一些古
籍修复用纸——这类纸张不同于普
通宣纸，需要与古纸尽量接近，才可
能在修复时做到“修旧如旧”。

上世纪90年代，全国仅有百余
位从事古籍修复的技术人员，其“用
料”，条件好的可用清末古纸，条件
差的只能从从半废弃的残本破页中
裁取“天头地脚”，拆东墙补西墙。
随着文物等级提高，残纸也不能再
随意取用了，修复工作的“原材料”
突然断档。

北京之行，李大东收获的问题远
比他得到的答案多。看着诚恳求学
的李大东，杜伟生有心提醒：其实比
起修复师，国家更急需的是“造纸
匠”，且是能造出古纸的匠人。

李大东的优势在于，他本身就是
古籍修复师，又有良师相助，有机会
接触古纸。他若有心做，比一般人条
件好。

这个想法在李大东心里埋下了
根。当他再次在天一阁接触古籍时，
总会格外留意纸张，牢记什么年代的
古籍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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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李大东，1948年出生于宁波，天一阁博

物馆原副研究馆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
员、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会员、中国传统
雕版印刷协会会员。40余年来，他致力
于珍贵古籍的抢救、保护与修复。为了
更好地复原古籍，他研究古纸再造，并
极力推动恢复已近消失的古代雕版印
刷技艺，成果累累。

BB

▲ 2018 年 ，李
大东（左）在云南傣
族非遗纸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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