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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晨报学生记者团是新闻晨报依托强大
的媒体资源， 打造的面向本市中小学生的课外
教育赋能平台。 我们旨在通过丰富的课程与活
动， 帮助中小学生提升综合能力， 积蓄积极能
量，在情境中学习，在经历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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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汉服、中式短衫，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带着浓浓的中国风出现在“古今相
映，乐创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推广项目”活动现场。

他们被称为古籍修复师，如医生治病一般，让“千疮百孔”的古书重获新生。 上海图书馆
历史文献中心文献保护修复部主任张品芳是“古籍修复技艺”第三代传承人，从事古籍修复
已 30 年有余。她说，从事古籍修复不仅要有多学科知识，更要耐得住寂寞，一套工具，一本古
籍，往往一修就是一天。

令她欣慰的是，弟子中有了“90 后”“95 后”的年轻身影。 活动中，在两代传承人的指导
下，晨报小记者体验了古籍修复中的装帧环节，整理书叶、制作纸钉、上浆、穿线、上签条、题
字……看似简单的手工操作，也需要眼到、手到、心到。 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此，唯有
热爱。

本次活动由上海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与万代南梦宫（中国）联合主办。

用时间喂养技艺，让古书重获新生
晨报小记者体验古籍修复技艺，对话两代非遗传承人

一个深秋的周末， 我踏进了上图东馆五
楼，参加“古今相映，乐创未来———非物质文
化遗产系列推广项目”体验活动。在上海图书
馆历史文献中心文献保护修复部张品芳老师
和王晨敏老师的带领下，与“古籍修复技艺”
来了场近距离接触。

“同学们，今天我们会体验古籍修复中的
装帧环节。 ”我们一入座，王晨敏老师就开始
演示。 “首先，我们需要做两个纸钉备用。 然
后，把每叶纸对折。 ”一个个简单的步骤，要求
的是处处耐心，比如折完书叶后一定要用竹刮
板在纸上“八”字形地往外刮，保证书叶书口
顺贴。

然而，到了针线装帧这一步，光是耐心似
乎也不够了。 “先用搓好的纸钉穿孔眼，捆结
实，再敲平……”那看似井井有条的演示，到
我上手时就变得手忙脚乱。 “同学，我来给你
再示范一下吧。 ”一个温柔亲切的声音从耳边
传来，原来是张品芳老师。只见她用手拿起线，
熟练地从第二个孔穿过去，穿回来，绕一圈。
“就像这样，继续绕就可以了。 ”最后一步时，
我又绕错了线， 张老师继续不厌其烦地教我。
望着她灵巧的手指上下翻飞，我想也许这就是

日复一日练就的巧手与耐心。
略显笨拙地装帧完一本册子，我不禁感到

丝丝累意，也不由心生疑惑：古籍修复师每天
周而复始地修复，他们是怎么坚持的？ 张老师
告诉我们，那时候能够接触到古籍修复的机会
很少，但她从认定这个行业开始，慢慢从学习
中找到了热爱，对这份工作产生了敬畏，找到
了工作的意义，这些都让她坚守到现在。 “我
已经把古籍修复当作我的人生事业，我人生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想我会继续坚守下去，
坚守古籍修复一辈子！ ”

张老师温婉平静的眉眼间透出的坚定，宛
若一道光芒深深照进了我的心，打动着我。 是
啊，这一拆一装、一刻一拓的手艺下，并非暗藏
什么玄机，而是一代代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热爱和坚守，他们坚守着这
份技艺，坚守着古书，也坚守着自己的初心！

那一刻，我读懂了匠心精神，读懂了传承。

记者点评： 鲜活的人物描写和对话描写，
把读者一下带到了现场。 整篇文章逻辑清晰
顺滑，一气呵成，体现了晨报学记者团 2022 年
度“优秀小记者”的不俗功力。

修成那份坚守
晨报小记者 于 湉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七年级）

在上海图书馆， 有一群尽心尽责的古籍修
复师。 他们中，有坚守 30多年的“老法师”，有
高学历入行的“90 后”“95 后”。 为了让更多
的人走近古籍修复技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们集体出现在“古今相映，乐创未来———非
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推广项目”活动现场。

在各位古籍修复师当中， 令我印象最深的
是张品芳老师。 她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
文献保护修复部主任， 从事古籍修复行业已有
30多年了。

一身古典旗袍，一头齐整刘海，眼前的张老
师站在那里， 就透着一股沉静与平和。 张老师
告诉我们，古籍修复需要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坐
在桌前，丢弃所有的杂念，专注在一叶书上。 被
损坏的古籍，书叶极为脆弱，可能轻轻的一个呼
吸，一个笔画就被吹跑。 这时，要戴上口罩，屏
息静气，旁边任何人也不能走动。

当被问及是否会为日复一日的修复工作而
感到枯燥时，张老师说：“我一点都不感觉到无
聊。 当我坐下来，面对这些古籍的时候，脑海里
想的就是怎么把它修复好， 反而会觉得时间很
快，怎么一下子一个上午就没有了。 ”

我不得不在心里暗暗佩服。 就在刚才，我
们体验了古籍修复中的装帧步骤。 桌面上摆着
各种各样的工具———小到一个穿针器， 大到一

块压铁，琳琅满目，让我无从下手。简单的纸钉，
我怎么也搓不起来， 只得求助于一旁的老师。
好不容易坚持到最后用线缝合装订的步骤，我
居然一会儿把线缠成一团， 一会儿又穿错孔。
真是无法想象，每天在桌前一成不变地做着修
复工作，是什么样的！

“这个行业并不热门， 请问您是如何在科
技时代坚守这门技艺的？ ”面对这个问题，张老
师若有所思后回答：“现代科技已经融入到古
籍修复当中，我们会运用到很多现代科技和检
测设备。 ”

张老师接着说：“时光飞逝，回望过去，我刚
学习这门技艺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雄心壮志。
踏进这个行业以后， 慢慢地在学习过程中对它有
了感情，这让我坚持了下来。我感觉自己在保护一
种崇高的技艺，慢慢就有了那种敬畏感。 ”

我看着身边一位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心
想，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古籍修复师，我们才能
在古籍中穿越古今，唤起文化的遥远记忆。

记者点评： 这位小记者抓住了张品芳老师
的采访部分，通过和自己体验的对比，突出了古
籍修复师的不易， 感受到他们的坚守源于心中
的那份“敬畏感”。 开头和结尾老师做了修改，
请体会下为什么这么改更好。

穿越古今，唤醒文化的记忆
晨报小记者 罗剑辰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学 六年级）

有一种甜，它不像蜂蜜一般入口便能尝
到，而是像一杯茶一般，入口是苦，回味却是
甘甜。 古籍修复就是如此。

这一天，我作为小记者参加了“古今相
映，乐创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推广
项目”古籍修复体验活动。 在体验古籍装帧
环节， 我深深体会到了古籍修复的不容易，
仅仅是搓纸钉这一个步骤，我就失败了许多
次。 这时，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张品芳老师
来到我的身边，温柔耐心地教我。 只见她的
手轻拢慢捻，很快，一个纸钉就完美出现了。
我照着她的样子，也捏出了一个纸钉。

在整个体验过程中， 我感到制作一本书
虽然有趣，但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得精确，反反
复复很多遍才能达到效果，有些枯燥。比如在
内页对折时， 我们需要用竹板不断刮平对折
出的双层纸张， 直到纸张薄得仿佛是一层纸
才行。 我几乎在一张纸上就刮了几十次。

终于，在和张老师的共同努力下，我亲
手制作的第一本线装书完成了。 我体会到
一种跨过困难、枯燥之后的甜。

在采访环节， 有小记者问道：“对日复
一日的修复工作是否曾经感到烦躁？ 工作
久了又会不会感到无聊呢？ ”张老师非常坚
定地回答我们，她从业 30 多年来，几乎从
来没有感到枯燥无聊，恰恰相反，工作时她
总是抱着享受的心态，她也很喜欢安静的感
觉，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 她还说，每当她
看到自己修复了一件文物，她就充满了自豪
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一般。 这种喜悦
与成就感，肯定比我刚刚体会到的甜，还要
深长。

采访过程中，不仅是张品芳老师，还有
其他年轻的传承人们， 说起技艺相关的知
识，都如数家珍，眼里闪着的光。 我明白，他
们品尝到了热爱与坚持带来的那种甜。

记者点评： 这位小记者用这个题材，尝
试了一次往年的中考作文，挺有价值的一次
练笔。 请你继续思考，在行文时，如何紧扣
主题来展开，并在文末点题。 老师做了一些
修改，但还有可提升的空间。

人常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书籍，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凝聚着古人
的思想与智慧。 但是，古籍又是那么脆弱，
虫咬、鼠啮、蚁蚀，甚至潮湿、日晒都会对它
们造成巨大伤害。 那么，受损的古籍，又是
怎么被修复的？

上周末，我参与了上图的古籍修复采
访活动，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文献保
护修复部主任张品芳老师慢慢解开了我
心中的谜团。

有小记者问道：“修复古籍的时候，
有些字模糊不清， 如何推断出缺失的字
到底是什么呢？ ”张老师说，“古籍修复
都是有标准的，不能随意添字补字，这样
会影响古籍整理研究者对于版本的研
究、文献的研究、判断的年代。 ”我了解
到，古籍修复的要求就是“整旧如旧”。
如果说，书籍记载着历史，那破损的古籍
就宛如历史的切口， 而古籍修复师所做
的就是：如实呈现，如实缝补，不添一字，
不减一字。

通过张老师的介绍， 我还了解到，如
今的古籍修复会运用现代设备来分析纸
张构成等方方面面，然后根据科学分析遴
选合适的纸张， 需与待修的古籍纸张、材
质、颜色、纹理相仿。 原来，对于从事古籍
修复的人来说，不仅要沉得下心、审美在
线，还要有一定的信息研判能力，更要懂
科学。

古籍修复，是手艺，是艺术，也是科学。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较量， 如果没有古
籍修复师， 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就会在岁月
的侵蚀中逐渐破碎、消失。让古籍与它承载
的历史更慢消散， 才能让千百年积淀的历
史和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记者点评：这位小记者在体验采访后，
把古籍修复比作“缝补历史的切口”，是很
好的总结和提炼。文章虽短，但抓住了这门
技艺的核心所在———“整旧如旧” 是传承，
运用现代设备是创新， 让读者对古籍修复
技艺有了一定的认知。

缝补历史的切口
晨报小记者 许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六年级）

步入上海图书馆东馆，顿觉有淡雅书香扑
面而来。 今天，我来此参加“古今相映，乐创未
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推广项目” 活动，
体验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技艺。
跟随老师进入活动教室，一排排桌上，整齐地摆
放着装帧用的工具，有小麦粉做的浆糊（我尝
了下，有点糯糯的）、竹刮板、两张薄如蝉翼的
皮纸、压铁、湿巾纸等。

现场两位嘉宾老师也是“重量级”。 身穿
旗袍的张品芳老师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
心文献保护修复部主任，也是古籍修复技艺第
三代传承人，她给我的感觉非常典雅、端庄；另
一位主讲王晨敏老师，是此项技艺第四代传承
人，只见他身穿中式短衫，十足的先生味。

在体验装帧环节中，最难的要数把皮纸搓
成一个空心的长钉。 每次搓它，它都像跟我作
对一样，怎么搓也搓不成，总是堆在一起。 我有
点气馁，张品芳老师快速走到我身边，用湿巾纸
擦了擦手指，轻柔地慢慢地一撮，成功了，和蔼
地递给我。

在穿针过程中，我一闪念，掉了链子。 一步
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只能求助老师。 原来看似
简单的操作，也需要全身心地投入。 我选了藏

青色的封面，橙色的线，张品芳老师说：“这两
种颜色搭在一起撞色了，很特别。 ”我捧着做好
的书籍成品，左看看，右看看，真的很像艺术品。

之后的采访环节， 我了解到古籍修复过程
中，要秉承对历史文化、文献的求真、求实。 张
品芳老师说：“现在的古籍修复要做很多研究，
如检测纸张的拉力、强度、纤维、材质等，并用现
代科技手段辅助修复。 ”所以，古籍修复是一种
研究性的工作，它要懂很多专业知识，对古籍修
复师自身的文化底蕴、素质修养有很高的要求。

今天，在两代古籍修复师身上，我看到了非遗
传承人的工匠精神———平和、沉静、认真和追求卓
越。 十多年前，古籍修复师在全国只有不到百名，
随着媒体宣传和社会关注， 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这个团队。我们这一代也负有责任，加入并守护这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它们更好地保留与传承。

记者点评：这位小记者的可贵之处，是在采
访中打开了五感进行感受———闻到了书香，尝
了尝用小麦粉做的浆糊， 观察到了两位传承人
的衣着， 这些都是很好的细节描写。 体验环节
中，和张老师的几处互动，也写得特别好！ 改文
删去了一些繁冗的赘述，为的是主题集中。

第一次体验“非遗”
晨报小记者 陈逸霖

（上海市敬业初级中学 六年级）

古籍修复里的工匠精神
晨报小记者 蔡子欣

（上海市鲁迅初级中学 六年级）

有一种甜
晨报小记者 姜懿宸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七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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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本古籍
经历了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岁月， 有些满是虫
蛀、灰尘的痕迹，封皮破旧不堪，书叶上还有
灰黑色的虫卵。 如何让这样的书穿越岁月，恢
复如初，这就是古籍修复师的工作。

上周六， 我参加了 “古今相映， 乐创未
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推广项目”活动，
上海图书馆的两代古籍修复师集体亮相。

身着一身旗袍的张品芳老师， 是古籍修
复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从事古籍修复已 33
年了。 她告诉我们，做这份工作不但要熟悉各
个朝代书籍的形制和版本， 还要了解各朝纸
张、封面及装订风格，更要有娴熟的技艺。 修
补一本古籍往往要经过十几、 甚至几十道工
序———配纸、制浆糊、补洞、装订……古籍修
复师需要极大的耐心，一点点修补，有时一天
只能修复一叶古籍。

曾有人问她：“外行人不会仔细观察这些
历史文献，如此细致地修复它们又是何必呢？”
对此，张品芳老师很自然地回应道：“古籍修复
必须‘整旧如旧’，绝对掺不得一点水分。 ”

有小记者提问张老师， 是什么让她耐住

寂寞、默默无闻地坚守这么多年？张老师坦言，
从业 30 年间， 从学习到积累再到喜欢并坚
持，也是有着一个转变的过程。 当自己意识到
这份工作是对民族文献的保护，是对人类历史
记忆、思想智慧、知识体系和精神财富的延续，
这份职业带来的责任感和崇高感，让她对古籍
修复的工作更有敬畏之情。 正是这些感悟，让
她坚守到现在，并且想一直坚守下去，坚守一
辈子， 因为古籍修复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

听罢张老师的一番话，我不禁肃然起敬。
带着对古籍修复师的崇敬之心， 我们跟随着
第四代传承人王晨敏老师，体验了古籍装帧的
过程。 通过自己动手，我更能感受到古籍修复
师的不易。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
发。 ”古籍修复师们甘心寂寞，无闻于世，用化
“腐朽”为神奇的技艺，与时间赛跑，“抢救”
濒临灭毁的古书，真正是择一事，终一生，以
虔敬之心守护文明瑰宝。

记者点评：这位小记者选择聚焦古籍修复
师，进而从他们身上看到工匠精神，不错的角
度。 从文章可以看出，采访前所做的功课派上
了用场，如果能够融入一些现场的人物描写和
动作描写，就更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