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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家古籍保护研
究院，复旦古保院汇集文理各
专业学科人才，首创领域内交
叉研究模式，培养国家急需的
古籍保护高端人才，推动纸质
文物保护学术交流与国际合
作，在全国乃至全球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传云章于千载，存文脉至万
年。让古籍“活起来”“传下去”，
让中华文化血脉永续。2014年
6月，复旦大学响应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的要求，建立首批“国家
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全国
高校仅两家设立。

这一年，复旦大学文科资深
教授陈思和担任复旦大学图书
馆馆长。更进一步地，陈思和提
议再设一所研究院作为专业人
才培养的载体。时任复旦大学
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
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一看

到这份方案，便意识到此事的重
要性——在当时的学科布局中，
还无人做古籍保护。

“复旦大学有道义、有责任
帮助国家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经慎重商议，杨玉良破例兼任中
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筹备组组
长，后担任院长至今。

不同于传统的“修补图书”
观念，复旦创造性地融入了科
学研究思想，大大拓展了古籍
保护的内涵。2014年10月，全
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召开，杨
玉良作为唯一的高校代表，作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
院的创建——对中华古籍保护
人才培养的一点看法》发言。同
年11月，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提议和支持下，复旦大学成立中
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挂靠复旦大
学图书馆，成为全国第一家古籍
保护研究院。

让古籍“活起来”“传下去”
把科学技术深度融入古籍保护 全国首个古籍保护研究院10岁了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依托复旦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优
势，复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正式成立，昨天迎来建院10周年。上“热搜”的录取通知书
用纸正是出自这一研究院。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通讯员 殷梦昊 祝天怡

交叉培养，薪火相传。古籍
保护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
人的不懈努力。

曾经，民间古籍修复人才培
养主要以“师带徒”的模式展开，
最高学历为大专。2015年，在复
旦大学前图书馆馆长、文科资深
教授葛剑雄的倡导下，古保院开
风气之先，首次招收古籍保护专
业的硕士研究生，专门培养古籍
保护高端人才。自此，这个新鲜
又“冷门”的专业走进大众视野。

截至2024年7月，复旦已培
养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 109
名，博士7名，人数几乎占全国半
壁江山，其中不乏海外留学生。
不少人毕业后学以致用，进入世
界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
馆等机构，从事古籍保护工作。

杨雪珂是古保院第一届古
籍保护与修复方向的专业硕
士，本科虽学的是档案学，但对
纸质文献保护兴趣浓厚。与她
一样，进入研究院的学生学科
背景多元，而古籍保护又涉及
文献学、物理学、生物学、高分
子材料学等多学科领域，因此
在课程设置上，他们要从古典
文献学、修复实践、科学检测三

大板块学起，投入比其他专业更
多的时间精力。

“古籍保护是一门综合性极
强的专业，所以我们的学生非常
辛苦，几乎没有双休日和寒暑
假。”杨光辉说，曾有一个学生拿
到了七十几个学分。

2017级古籍保护与修复方
向硕士生王欣，毕业后成为了上
海图书馆最年轻的古籍修复
师。作为本科学习财会专业的
跨考生，她难忘学生时代的刻苦
经历，“一周七天课、一节顶六
节”是常态。

要做好古籍保护与修复，不
仅要在基础理论上下功夫，更要
在实践层面成为行家里手，两者
不可偏废。古保院特意保留了
传统的“师带徒”教学模式，建立
专门的传习所，聘请古籍修复、
木版水印、书画装潢、鸟虫篆刻
等各界资深导师，旨在培养古籍
书画等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的
工匠型人才。

王欣说，师傅靠几十年的经
验判断，学生用心观察体悟，记
住指尖的感觉，再通过日积月
累，不断精进和完善技术。

“古保院多学科交叉融合的

培养模式拓宽了我的视野，培养
了我运用跨学科理论进行系统
思考的能力。”她说。尽管已从
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但由于
对纸张的组成结构与老化机理
比较熟悉，她如今在做文献保护
方案设计时，不仅会从纸张材料
特性出发，积极探寻科技手段来
推进馆藏文献纸本的分析鉴定、
保存状况评估及分级保护等工
作；同时综合考虑文献内容属
性，积极寻求文献学、版本学等
领域专业学者的帮助，从而对文
献进行较为全面的保护和深入
研究。

保护古籍，并不意味着将之
束之高阁。相反，让更多人看见
古籍、理解与传承文化，才是终
极目的。

全国首创的“金秋曝书节”
已连续举办八年；“藏书故事大
赛”使古籍保护理念走出课堂；
线装家谱制作培训班让小学生
们学习掌握中国传统家谱形式
以及主要装帧艺术……古保院
的一系列品牌活动，找准传统文
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让古籍
中蕴含的文化魅力可亲可感可
及，走进千家万户。

身为高分子科学家，为何一
头扎进古籍保护？多年来，杨玉
良时常会面对这样的发问。

十年前，他第一次从古保专
家口中了解到行业最为头疼的
难题——古代纸能保存上千年，
现代纸却最多只能保存三百年，
甚至几十年，不管是古籍修复还
是再造善本，在全中国都找不到
一种很好的纸张。

“纸张本质上就是一种高分
子材料，与我的专业不谋而合。”
从科学家的视角，杨玉良一下就
弄清了问题所在——纸张的寿
命和纤维的长短、纤维素分子链
的长短有很大关联。一般而言，
纤维素分子链越长，纤维也越
长，那么纸寿也就更长。造成古
代纸、现代纸寿命区别的关键，
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纤维
素分子。

迎难而上，只争朝夕。古保
院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纸张研发。

浙江开化纸是一种具有悠
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
纸张，因其耐老化、寿命长、细腻
洁白、簾纹不显、温软柔润而著
称，曾是明清时期最名贵的书籍
用纸。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这
项技艺在清同治后中断了百年。
在杨玉良的带领下，复旦大学跨
学科团队通过科研攻关，明确了
开化纸的起源、造纸工艺、植物
原料和纤维特性，成功“复活”了
失传百年的开化纸，保存寿命可
达千年以上。此外，团队还在造
纸原料荛花植物分布、基因快繁
培育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借鉴开化纸的成功经验，海
南沉香纸、山西桑皮纸、延安马
兰纸，这些独具地方特色又能长
久保存的中国传统纸张，都在陆
续“复活”的路上。

一张张轻薄坚韧的古纸，不
仅承载了复旦人对于文化传承
的深厚情怀，更蕴含了一种开阔
而深刻的学术研究思路。

“传统的古籍保护手段多依
赖于前人的经验总结，缺乏对
科学保护机理等探究。”谈及古
保院发展要义，杨玉良尤为强调

“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因此，
研究院职能定位集科研、教学与
保护于一体，突破古籍修复的
消极保护范畴，主动将科学研
究和现代技术深度融入古籍保
护之中。

“从全世界来看，我们的古
籍保护工作都处于领先地位。
没有一家古籍保护单位，能将这
么多生物、化学、材料等不同方
向的专业研究人员组织到一
起。”复旦古保院常务副院长杨
光辉自豪地说。

如今，本部校区环科楼东
隅，爬山虎缘窗而上，藤叶如瀑，
掩映白墙，古保院的科学实验室
坐落在此。定时定量PCR仪、高
感度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高
效液相色谱……生物、化学领域
的常见设备井然陈列，还有专门
研究纸张寿命和老化机制的电
热鼓风干燥箱。

与实验室一墙之隔，便是书
画修复室。科研团队和传统工
匠随时沟通交流，让科研成果精
准对接实际需求。

培养国家急需古籍保护高端人才

将科学技术深度融入古籍保护

建立全国首个古籍保护研究院

复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迎来建院10周年。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