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师高玉萍

每本书都是不可再生的文明密码
本报记者 周梓颜 汪林静

在泛黄的书页间与历史对话，
用指尖的技艺让文明重生——这是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师高
玉萍的工作日常。作为贵阳市古籍
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高玉萍深耕
古籍修复领域二十余年，带领团队
完成明代刻本、《芥子园画传》以
及贵州少数民族古籍等珍贵文献的
修复，让古籍拂去历史的尘埃重获
新生。

从民间匠人到高校传承者，高
玉萍的修复之路始于机缘。她早年
是棉纺厂的一位纺织工人，后辗转
进入贵阳一家书店工作，在此期间
接触到古籍修复并萌生兴趣，于
2016年加入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古
籍修复中心，成为一名专职古籍修

复师。在高校平台上，高玉萍不仅
承担古籍整理与修复任务，还为研
究生开设选修课，培养新生力量。

“每本书都是不可再生的文明密
码，修复是责任，更是传承。”高
玉萍说。

说起古籍修复，高玉萍说，常
常一坐就是12小时，完全忘记了时
间的流逝。“古籍修复让我学会静
心。”在她看来，修复不仅是技
术，更是对历史的敬畏。讲究“修
旧如旧、最少干预、过程可逆”的
修复原则。

其中“修旧如旧”指修复过程
中最大程度保留文物原有历史痕
迹，不做修改补充。“最小干预”
仅针对威胁古籍存续的病害（如虫

蛀、酸化）进行必要处理，而非全
面翻新。修复材料需与原文物材
质、工艺兼容，例如用传统手工纸
而非现代工业纸修补古籍。“可逆
性原则”指修复部分应可被安全移
除，以便未来更优技术出现时重新
处理。修复不是抹去岁月印记，而
是通过保护让古籍与时光的“对
话”得以延续。例如古籍修复中，
不刻意复原已消失或原本残缺的字
迹，而是保留真实状态，这一原则
体现了对文化遗产原真性的敬畏。

高玉萍介绍，修复需历经拆
解、清洁、补缺、压平等十余道工
序。所用工具其实十分简单，但最
关键的仍是手艺人的眼力和手感。
高玉萍坦言，修复部分破损严重的

古籍，需戴口罩防止呼吸扰动碎
片，有时拼一字便耗费数小时。当
记者问修复完一本古籍最大的感受
是什么时，高玉萍脱口而出：“满
满的成就感，看着曾经破损的古
籍，经我之手能再次翻页阅读时，
真的难以想象它在修复前的模样。”

修复古籍的过程也是“与古人
对话”的过程。高玉萍指出，从事
古籍修复工作的，一是对这份事业
要高度认可，只有认可了这份事
业，才能干好这份工作，才能把

“修旧如旧”的宗旨贯穿到修复工
作中去；二是静得下心，动手能力
强，在静下心来，日积月累的同时
强化动手能力，形成手上记忆，才
能成为真正的古籍修复专业从事人

员。
每一页脆弱的古籍，都是穿越

时间的“历史信使”。修复师们以
用排笔轻扫尘灰，以糨糊填补裂
痕，像侦探般解密纸张的纤维密
码。尽管古籍修复被列入非遗，行
业仍面临挑战。古籍修复工作且需
极强耐心，要坐得了冷板凳，年轻
人若只凭兴趣入行，难抵长期清
寂。

随着国家对古籍保护力度加
大，高玉萍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这
份“与古人对话”的事业，让沉睡
的文明记忆在指尖苏醒。贵州民族
大学亦开设古籍修复研究生课程，
探索传统技艺与现代教育融合之
路。

安龙五福小学

千人诵读传经典

本报讯（记者 潘国虎 特约通讯员 符佐文） 4
月22日，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之际，黔西南州安
龙县五福街道五福小学以“读经典之书·做有根之
人”为主题，举办第三届千人诵读活动。全校1200
余名师生，共赴一场书香与青春的约会。

教师方阵的《满江红》诵读声震云霄；四年级
学生用手势舞演绎《书香飘万家》，将诗词化作肢
体语言；五年级情景剧《劝学》生动诠释“读书须
趁早”的古训。亲子共读环节尤为动人，家长与孩
子共执书卷，朗读《爱与梦想》时眼含泪光，演绎
《成长与责任》时紧紧相握的双手，让书香从校园
流淌进千家万户。

“读书真好，真好读书！”活动高潮出现在千人
齐诵《读书真好》环节。千名学子手持简帛造型书
卷，从“书中自有天地宽”诵至“腹有诗书气自
华”，声浪如春潮涌动。无人机航拍镜头下，操场
化作翻动的书页，少年们仿佛跃动的汉字，演绎着
文化传承的生动注脚。

此次活动不仅是对世界读书日的响应，更是五
福小学“书香校园”建设的缩影。通过诵读经典，
该校师生在文字中感受文化脉络，在声音中传递精
神力量，为培育有理想、有底蕴的时代新人奠定坚
实基础。

省图书馆88名古籍修复师化腐朽为神奇

十万页古籍重获新生
本报记者 周梓颜 王华 汪林静

贵阳云岩区

举行全民诵读示范活动

本报讯（记者 潘国虎 特约通讯员 季杨朋）近
日，贵阳市云岩区举行悦诵云岩·书海拾贝——
2025年“世界读书日”暨全民诵读文明实践集中示
范活动，激发市民和中小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大
家的语言表达能力，展现云岩文化魅力。活动现场
吸引数百市民驻足共享书香盛宴。

活动在天籁侗歌队的无伴奏多声部合唱中惊艳
开幕。随后的诵读比赛是当天的重头戏，比赛分为
团体和个人两个组别，经过前期初选，每组各有9
支队伍进入当天的现场角逐。个人组的《写给祖国
母亲的歌》《少年中国说》《春江花月夜》，团体组
的《百年芳华》《母亲是一种岁月》《我们一起成
长》……精彩节目轮番上阵，选手们或激昂慷慨，
或温婉细腻，用声音演绎出文字背后的情感与力
量，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活动特邀贵阳广播电视台原主持人沁园、一级
播音员邱启宸、省朗诵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浩、
贵州省电影家协会会员金贵芳担任评委。经过评委
们的专业评判与打分，最终决出了各等次奖项。

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云岩区老年大学代表
队凭借《月光下的中国》节目斩获团体组一等奖，
汪涛以深情演绎《还乡》赢得个人组一等奖。

凯里凯棠中学

获赠一批优质书籍

本报讯（记者 廖尚海 特约通讯员 田晓秋）在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4月20日，黔东南州人大常
委会机关二级巡视员王辉一行3人来到凯里市凯棠
镇，为凯棠民族希望中学的学子们捐赠了一批优质
书籍。

此次所捐赠的图书，分为5册，每册18本，总
共90本，种类繁多，内涵丰富，都是经典的文学
著作，例如我国四大名著，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必读
篇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朝花夕拾》《骆驼祥
子》等。除了经典名著，还有延展性阅读书籍，如
满分作文、名人故事、儿童成长故事和唐诗三百首
等，对中学生的课外阅读任务大有帮助。

在交流过程中，王辉诚挚地表达了对学校的祝
愿，校长杨秀志代表全体师生表示感谢，学子们一
定会乘风破浪，实现梦想。

阳光透过贵州省图书馆古籍修
复中心的玻璃，洒在古籍修复师禹
美莉的工作台上。只见禹美莉手持
毛笔，蘸取温热的糨糊，将一片薄
如蝉翼的补纸轻覆在泛黄的书页
上。这一刻，虫蛀的孔洞仿佛被时
光的针脚细细缝合。

“化腐朽为神奇”，她用九个春
秋的静默坚守，让数百册古籍重获
新生。

2016年，南京金陵科技学院古
典文献专业毕业的禹美莉，通过招
考成为贵州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师。
彼时修复室仅有三名成员，老馆空
旷的工作间里，她常常一坐便是整
天。“修书时完全想不起时间。”她
笑着回忆初入行时的忐忑，“我好
多同学说这是坐‘冷板凳’的活，
但真正沉浸其中，浮躁的心反而沉
静下来。”

在《病榻梦痕录》的修复中，
禹美莉经历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震

撼。这本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古
籍，书页如枯叶般脆弱，前人用胶
水修补的痕迹更添难度。

三个月的时光里，她每天重复
喷湿、揭裱、配纸的工序，最终让
残卷重现规整挺括的样貌。“修复
前后的对比像魔术一样，当时我仿
佛真正懂了这份工作的意义。”

古籍修复师离不开一份热爱，
这是禹美莉最真实的感受，在她的
桌角，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记录着她
从业以来的修复历程。

翻开笔记本，工整娟秀的字迹
记录着她从如何打糨糊，到“修旧
如旧”的接裱原则，每一笔都是经
验的存续。如今这本笔记已成为新
人的“修复宝典”，而她在工作中
练就的“摸纸识厚”绝活，更让配
纸工序变得举重若轻。

“修复没有标准答案，我们要
做的就是将其修复，不做更改。”
九年间修复的两百余册古籍，在禹

美莉眼中皆是与古人穿越时空的对
话。她恪守着“不妄添一笔”的原
则，即便面对缺失的文字也仅作结
构修补。

“我们只是古籍生命的延续
者，要留给未来最本真的模样。”
她常说，古籍修复师在修复古籍中
毫厘之间的细腻把握，都是对残卷
新生的馈赠。

安静的办公室里，纸张翻页的
声音清晰可见，这位85后修复师
用九年时光证明：在快节奏的时代
里，依然有人愿做慢工夫的匠人，
用指尖的温度对抗时光的剥蚀，让
文明的密码在纸页间永续流传。

正如禹美莉一样，今年27岁
的伍雪从事古籍修复仅一年时间，
每当谈起自己对于古籍修复的理
解，她总是简单一句，“修复书
籍。”

只要坐在工作台前，拿着润湿
的毛笔，将褶皱的破碎纸片一点点

地铺平、延展，对于伍雪来说都是
一次静心的过程，“我平时是个挺
闹腾的人，但是修复古籍的时候我
一定是最安静的。”

在一次次的修复中，伍雪也找
到了工作的乐趣，“每修好一本书
都会有满满的成就感，这也是我会
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因。”

贵州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自
2008年成立，对于贵州省图书馆
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黄琴而言，一路
走来并不容易。

“我们成立的时候，要求是要
开展古籍普查、古籍数字化古籍修
复及人才培训，还有全国重古籍保
护单位和国家珍贵古迹名录的申
报。”聊天中，她细细介绍着。

上世纪80年代诞生的古籍修
复中心，则是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实施后，才迎来发展的春天。

多年来，贵州省图书馆古籍修
复中心依托自己的力量推动古籍修

复从“小众技艺”向“大众文化”
转化。2008 年国家古籍保护计划
启动，贵州省图书馆即承办第七期
全国培训班；2016年首创少数民族
古籍修复培训，抢救彝文、水书等
特色文献；2023年实现全省古籍
修复师培训常态化。

“我们的古籍修复中心首先就
是要完成我们本馆破损古籍的一个
修复工作，其次是到各个地方单位
进行业务指导，我们每年还会举办
一些古籍修复的培训班。”黄琴
说，通过普及古籍修复保护宣传推
广活动，依托展厅平台，贵州省图
书馆古籍修复和保护工作发展向
好。

展厅里，修复完成的古籍残卷
与修复前影像对比强烈。曾经落如
残叶的书页，变成规整如新装订的
线册。十万页的修复量背后，是贵
州省图书馆88名古籍修复师的执
着与坚守。

位于海拔1500米的六盘水市水
城区阿戛镇亮岩小学，因学校后面
大山上那块会发出亮光的白色岩石
而得名。在群山环绕间，校内一座三
层楼房略显陈旧却很整洁，楼前的
操场上有蓝色的球场和红色的塑胶
跑道，干净又亮丽。

“书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所知
甚少。”六盘水市水城区阿戛镇亮岩
小学教师彭召云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读书，能让人拥有打破人生边界
的底气，积累不断超越自己的资本。
只有不停地读书，才能不断提升自

我，把人生的方向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彭召云看来，乡村教师是乡

村教育的守望者，作为培养未来人
才的人，也应该让自己“不拘一格成
人才”。因此，闲暇时的彭召云总是
书不离手。

2024 年，亮岩小学申报省级
科研项目《乡村小规模学校课外阅
读价值意蕴体系构建与实践研
究》，以项目带动学生阅读能力的
提升。“该项目周期为2年，学校
开展的课外阅读活动，都建立在这
个课题项目下面。在孩子们的阅读

水平提升以后，学校还会组织老师
带他们出去参加作文比赛。”彭召
云介绍。

同时，亮岩小学还会培养孩子
们的阅读习惯。“每天早上让孩子
们阅读15分钟，在每周三大课间开
读书笔记分享会，每周五的下午最
后一节课，组织全校举办阅读分享
会。”彭召云说。

“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当天，
我校将组织全校阅读，让学生们分
享推荐自己最近所读的书，并互相
交流心得。”彭召云说。

农家书屋作为乡村教育的第二
课堂，正在与学校形成阅读合力。

在另一边，铜仁市思南县文家
店镇，建设于2023年的农家书屋
数字化变革同样深刻，村民们闲暇
时来此读书看报。

据文家店镇综合文化站站长张
峰介绍，文家店镇数字农家书屋现
有藏书 4600 余册，电子书 1.5 万
册，通过“掌上贵图”小程序扫
码，还可以通过手机看书。

与乡村书屋形成呼应，城市新
型阅读空间也在蓬勃生长：贵阳市

南明区光和城市书房荣获“最美公
共文化空间大奖”；分布在遵义市
各处的13所城市主题书房，成为民
众“阅享生活”的新地标；选址在
国家4A级景区重点区域的万山区
朱砂古镇“城市主题书房”成为当
地群众的诗意空间、游客驻足停留
的网红打卡地；毕节市七星关区构
建 15分钟城市阅读圈，不断扩大

“城市书房”建设力度……这些新
兴的文化空间，与山巅亮岩小学的
晨读声共同谱写着多彩贵州的书香
篇章。

乡村教师彭召云

阅读，照亮孩子人生的一束光
本报记者 赵珊珊

古籍修复师禹美莉正在修复古籍。 古籍修复要做到书页垂直。

2025年4月2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孟剑飞 视觉编辑/姚培 周亚莉 校检/曾勇 关注 05

古籍修复讲究“修旧如旧、最少干预、过程可逆”的修复原则。 古籍修复师高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