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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纸张是古籍文献的主要载体，遵循传统工艺制造的古纸，具有文物价值、科研价值，是今人考证古代造

纸术发展演变的重要依据。首都图书馆东馆接收陈介甫先生捐赠传统手工纸标本 10种，纸张年代从清代延续至

民国，其中包括生纸、加工纸、藏纸、机械浆仿手工纸等多个品种。文章通过简述手工纸标本的形制、背景，分

析图书馆接收纸样标本捐赠入藏制度和回馈制度中的不足，并在存藏利用方面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完善图书馆接

收传统手工纸标本捐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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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接收手工纸标本捐赠实例研究

———以北京城市图书馆为例
□ 王 岚 陈 龙

公共图书馆是国家全额拨款的公益事业单位，社

会捐赠是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向公共图书馆捐赠，并依法给予税

收优惠”“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采购、接收交存或者

捐赠等合法方式收集文献信息。”[1]在图书馆受赠品类

中，图书、古籍文献是最基本、最主要的捐赠品，此

外还包括实物类捐赠（如票据、照片等）和非实物类

信息资源捐赠（如光盘、数据库等）。近年来，随着

国家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扶持，公共图书馆接收

民间古籍捐赠日益增多。古籍具有文物性、资料性的

特点，其中，古籍的单叶纸张被称为传统手工纸标

本，依循传统造纸工艺制作的古籍纸张，属于不可再

生资源。因此，古纸作为研究考证古代造纸术发展的

重要样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23年，北京城市图书馆筹建之际，在古籍展厅

设立“发现古纸”展区，展示传统手工纸及相对应的

造纸植物原料共 15种。筹备期间，北京城市图书馆

收到陈介甫先生捐赠传统手工纸标本共 10种，其年

代从清代延续至民国，造纸纤维涵盖麻、竹、青檀、

稻草等不同植物原料，还包括传统加工纸、传统藏

纸、机制仿手工纸等多个品种，展现出我国不同地域

造纸工艺的多样性，这也是暗纹水印和现代造纸技术

在传统造纸工艺中运用的实例。其捐赠行为为北京城

市图书馆规划建设古纸标本展陈和古籍保护部门开展

古纸科研工作带来丰富的实物资料，有助于读者通过

纸张材料的视角认识古籍文献，增强社会大众对中华

典籍的保护意识。

纸张脆弱，递藏过程中难免遭遇水火、战乱侵

袭，书册变为残叶、散叶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单叶或

残叶仍属于古籍文献的一部分，同样具有历史文物价

值，是今人研究古代造纸术发展的重要依据。学者对

古代造纸史的研究由来已久，1973年钱存训先生在分

析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古代造纸原料演变的时间

线，总结了不同时期和阶段产生变化的需要、动力和

诱因。无论是史书典籍中的记载，还是基于对现存传

统工艺的观察，都指出了古代造纸制作的复杂性，这

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流程的繁琐上，也反映在工艺上

的多变以及纤维原料的多样性上[1]。传统造纸工艺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能够从侧面反映某一阶段的历史

和文化特征，对文化传承提供间接的证据，弥补某些

历史的空白。搜集和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是公共图书馆

的基本职能，因此，图书馆在开展古籍保护工作的同

时应与时俱进，提升公众对古代纸张历史价值和文物

价值的关注。

古籍修复工作中有一项重要任务是选配补纸，近

年来对纸张材料的分析研究逐步细化。将显微镜用于

古纸鉴定与修复工作，可以分析纸质文物的原料成

分、工艺，进而鉴别制造中应用了何种特殊生产技

术。古籍纸张除了为修复用纸的选配提供参考依据

外，还可以根据造纸技术发展历史的相关记载为断代

提供依据[2]。除此之外，古籍纸张相关参数已是撰写

修复档案必不可少的重要记录。学界众多学者开始从

手工纸的吸附性、润墨性和耐久性等方面进行分析研

究，增强了对手工纸理化性能的认识，有利于手工纸

的科学研究，促进手工纸造纸技术的进步。北京城市

图书馆新建古籍实验室，已配备多种纸张分析仪器，

辅助古籍修复工作开展，为传统手工纸标本深入开展

科研工作提供了充分的实物依据。

近年在一些古籍文献展览中，单设古纸和纸张材

料展区已是常态。如 2019 年 8 月首都图书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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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新声———李阳泉藏古籍残叶暨手书题跋展”，展

出 《大般若经》 《思溪大藏经》等珍贵唐宋古籍残

叶。残存单叶年代久远，携带大量历史信息，是一个

时代的见证。同年 9 月，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的

“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活动中开设修复

纸样库展区，展出古籍修复用纸（传统手工纸）近百

种，体现了古籍修复工序中选配补纸的重要性。2023

年 10月，四川大学举办“册府千华，锦水含章———

四川大学古籍菁华展”，展览出明内府抄本《永乐大

典》、宋刻元修本《晦庵先生文集》、章太炎手稿等善

本珍品和名家墨迹，此外还展出近代考古学家杨啸谷

先生旧藏古纸若干枚。随着人们审美素养和文化意识

提升，对于古纸的传承也日益成为纸质文物类收藏的

重要组成部分，单叶古纸作为私人藏品逐渐出现在图

书馆捐赠品中，逐渐成为图书馆馆藏资源的一部分。

规范捐赠流程是图书馆接收捐赠品的基础和保

证。图书馆捐赠的核心工作是捐赠处理，所有的捐赠

品都须经过评估来确定是否入藏[2]。

陈介甫，江苏江阴人，长期关注传统手工造纸及

纸史文献搜集，对我国古代造纸史和近现代造纸工艺

均有一定研究，辑有雕版印刷 《装潢志》 《谢冶盦

集》 《枚榖集》，整理重编《中国传统手工纸生产旧

影》等。悉闻北京城市图书馆古籍展厅筹备策划“发

现古纸”展区，遂从个人收藏古纸中甄选出原料、工

艺各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纸标本 10种予以捐赠，以

助力公共图书馆古纸研究和古籍保护宣传工作。

陈介甫先生捐赠的 10种纸样标本包括：20世纪

20—30年代上海鸿宝斋珂罗版印《淡远楼石墨初辑五

种》书叶 1张；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初版北京琉璃

厂豹文斋南纸店出品《雍睦堂法书》“觯斋”暗纹纸

书叶 1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渝重排初版渝版漂

白纸书叶 1 张；清代高丽刻本护叶 1 张； 《文献通

考》高丽纸拱花书衣 1张；清代藏文双面银汁写经纸

1张；清代狼毒草藏纸印本 1张；清代铅丹纸（万年

红纸） 1张；民国时期进口植物羊皮纸 1张；民国上

海江南造纸厂机制仿手工纸 1张。

每种纸样标本都注明了尺寸、年代、原书版本等

基本信息，同时标注出纸张厚度。除铅丹纸和高丽纸

拱花书衣外，均列出纸张纤维成分等参数。

纸样标本的主要价值在于原料成分和所属时代的

造纸工艺，通过显微镜对纤维成分分析，可直观了解

不同原料纸张在质地、颜色上的差异。经检测，上海

鸿宝斋珂罗版印《淡远楼石墨初辑五种》纸张成分为

青檀皮加稻草；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中国历史研究法

（补编）》渝版漂白纸为竹料加稻草；高丽纸护叶为楮

皮，均无化学添加，在展现传统手工纸原料中具有代

表性。

除此以外，捐赠手工纸标本品类特征还包括以下

几点。

“觯斋制”暗纹纸：尺寸：43.2 cm×29.2 cm；成

分为竹料；厚 0.07 mm；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初版，

珂罗版印两端上下水印暗纹和“觯斋制”印。

《雍睦堂法书》“觯斋”暗纹纸传为民国著名瓷

器收藏鉴赏家郭葆昌监制。郭葆昌号“觯斋主人”，

郭氏府邸在北京安定门内秦老胡同 11号，府内设有

觯斋印书社。书社印制《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共

500部，书后附记：印书纸由郭君本其经验指授方法，

就原产地江西铅山县与福建崇安县交界之分水关内

外，选匠督造。其料为新发嫩竹，纸帘按书页大小特

制，系依南唐澄心堂造法砑花于上下端，并标明“觯

斋制”字样[3]。

此张“觯斋制”暗纹纸经纤维检测为纯竹原料，

左右两边上下共有 4处水印，两边上端水印一侧为莲

花生纹样（一为正面，一为侧面），居中为椭圆圈内

有篆字“觯斋制”字样，另一侧为摩尼宝纹样；两边

下端均为海水纹样水印（见图 1）。由此可见，水印纸

的纸帘编制流畅程度和制纸工艺的精致绝伦，其在传

统手工纸历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此为郭氏不惜成本

订制，形制别具一格，在当时价格高昂且存世数量极

少，传至今日，更为珍贵。

狼毒草藏纸（见图 2左）：尺寸 20 cm×18.5 cm；

图 1 “觯斋”暗纹纸水印透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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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为狼毒草；厚 0.13 mm；清印本。方型，中间印

圆型双线框。

藏文双面银汁写经纸（见图 2右）：尺寸 22 cm×

22 cm；成分为楮皮；厚 0.21 mm；方型，双面中间圆

形涂黑银汁藏文六字真言；清写本。

图 2 狼毒草纸（左）及双面银汁写本藏纸（右）

狼毒草是西藏特有的一种植物，造纸时常用其根

部韧皮为原料。狼毒草是有毒性的药用植物，制成纸

后在一定程度上可防虫。藏区多采用一纸一帘的浇纸

法造纸，即在注水的水槽中放入木框，将纸浆均匀浇

在木框中搅匀，缓缓捞起，沥干多余水分，即成 1张

湿纸。这是藏纸制作最大的特点，也是一种独特而原

始的造纸工艺。浇纸法和内地抄纸法有别于我国传统

手工造纸体系，常见于我国西藏、南疆地区以及印

度、巴基斯坦等受印度佛教影响较深的地区[4]。两张

藏纸一张为圆形，一张为正方形，中间有圆孔。

藏文银汁写经纸为楮皮，纸面涂黑墨，使用特殊

矿物颜料调汁写成文字。经布达拉宫小德吉老师鉴

定，2张藏纸原为放置在转经筒内的经文纸，纸上字

迹是藏文六字真言。纸张在不同地域、不同宗教背景

下有着特殊的使用方式，体现了造纸及用纸的多样

性。2种藏纸在中原地区较为少见，具有我国古代民

族宗教用纸的特点。作为捐赠品，扩充了首都图书馆

纸质文物种类资源。

铅丹纸：尺寸 32.3 cm×26.5 cm；厚 0.17 mm；无

字，纸面涂丹红；清代。

铅丹纸为我国古籍中常见的传统加工纸，全纸呈

桔红色，常用于书册的前后护叶，具有防虫防蛀功

能。根据刘仁庆《论万年红纸———古纸研究之十八》

记载：“万年红纸（Ten-thousands-year Red Paper）系

明代纸名，它是明朝时由广东南海（今佛山）民间造

纸工匠发明的一种橘红色的加工纸，这种纸是利用化

学品‘红丹’（铅丹）刷涂在竹纸上加工制成，因其

橘红色经久不变，具有一定防蛀效果，故而得名。”[5]

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方功惠”条：“庚子

春，太守已捐馆，其家捆载遗书，至都门求售。过厂

肆，见样本，一睹其装潢图记，即知为粤中装订，碧

琳琅馆旧藏也。每册有东丹笺副页，可以避蠹。”[6]经

当代检测分析，丹红主要成分为 Pb3O4，具有毒性，在

空气中较为稳定，有一定的防蛀耐久性，是我国传统

书籍防虫避蠹的代表性纸张。

高丽纸拱花书衣：尺寸 25.5 cm×16.8 cm；厚 0.23

mm；无字，四边扣皮有拱花图案；清代。

高丽是指朝鲜，拱花是我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的

一种，常称作“饾版拱花”，能够提升艺术品的印刷

表现力。“饾版”是指根据画作深浅浓淡、阴阳向背

的不同，分刻成若干块印版，印刷时色彩由浅入深、

由淡至浓，一版一印。由于印版块小，犹如饾丁，故

称“饾版”。所谓“拱花”是将印纸施水到一定湿度

后敷在刻版之上，再垫上毛织物，用特殊工具适度压

印，使画作线条在纸上高低拱起，达到凸出的视觉效

果[7]。此张高丽拱花书衣为四边扣皮，纸面素色拱花

凹凸明显可见，呈现出华美的立体纸艺效果。

植物羊皮纸：尺寸 18.4 cm×12.7 cm；厚 0.05 mm；

成分为木浆；无字，压花图案；民国。

植物羊皮纸最初诞生于欧洲 19世纪中期，其制

作工艺是将植物纤维纸用硫酸处理，改变原纸形制，

属于加工纸的一种，由于其外观类似于古代欧洲用羔

羊皮制作的书写材料，所以被称为植物羊皮纸。其中，

采用硫酸使原纸胶化的过程，又称为羊皮化过程[8]。此

张植物羊皮纸标本为玫红色，纸张韧性较强，透光度

高，抖动时有清脆的响声，纸面压花图案鲜明清晰，

富有艺术美感。

机制仿手工纸：尺寸 40.4 cm×28.1 cm；厚 0.06 mm；

成分为木浆；框高 21 cm，宽 16 cm朱丝栏，每半叶

10行，无字；出产于上海江南造纸厂；民国。

在 10种传统手工纸标本中，唯一标注机制纸的

纸张是由民国时期江南造纸厂制造的。经检测机制纸

的主要成分为木浆，木浆是现代造纸的主要原料，木

浆造纸于 19世纪从欧洲传入我国，仿手工纸制法是

由日本人发明的。举纸透光看去，纸面帘纹清晰，外

观近似传统手工纸。机制仿手工纸是我国早期机械造

纸仿手工纸的代表，与其他传统工艺制作的纸样标本

对比鲜明，展现出我国造纸技术从古代传统工艺到现

代机械制造的发展历程。

规范的捐赠制度是促进社会大众积极投入图书馆

资源建设的基础，不仅可以实现读者与公藏单位之间

的良性互动，还可以为规避捐赠风险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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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图书馆此前从未接收过纸张类捐赠，对

传统手工纸标本入藏评估这一方面缺乏经验，纸样标

本的版本鉴定和纤维成分等参数，除捐赠人出具证明

外，主要由北京城市图书馆古籍部门工作人员自行查

考。随着古纸研究在古籍保护工作中的推广及古纸收

藏热度的上升，未来还会遇到同类捐赠品。因此，公

共图书馆应结合馆藏现状、发展规划和实际需要，建

立和完善相关捐赠制度，并对其细化，杜绝概念模糊

不清 [9]。制定纸样标本藏品捐赠评估制度，在接洽、

鉴定和利用等方面设置规范化条文，既体现捐赠接收

渠道的正规性、严谨性，也为扩充馆藏资源和古籍纸

张标本科研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手工纸标本在公共图书馆的主要应用是助力古籍

部门开展宣传活动。首先，从 10种手工纸标本中选

取 3种：即高丽纸拱花书衣、西洋植物羊皮纸、铅丹

纸，放入“发现古纸”展柜，增加传统手工纸展示种

类；其次，未展出纸样标本分别装入镜框或订作纸夹

册页予以收存，每一种纸附对应信息标注，使读者可

以通过材料了解古代造纸术发展历程，认识古籍书册

装订方法，增强对中华典籍的保护意识；最后，以古

籍修复和传统非遗文化为切入点，充分挖掘古纸背后

的故事，并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促进图书馆与读者

之间双向互动，让传统手工纸标本在馆藏资源建设中

发挥更大的文化价值。

捐赠致谢是向捐赠者表达感谢的方式，一般以感

谢信、捐赠证和荣誉榜等方式表示感谢，或者依捐赠

者要求的其他合理方式加以表达。捐赠致谢是图书馆

鼓励捐赠的方式之一，是捐赠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2]。

在以往图书馆捐赠中，图书文献以外的捐赠品很少，

图书馆捐赠感谢函通常按照固定模板印制，仅需填写

人名、书名、册数即可，模板如下：

承惠赠 ________，_____种 ____册，所赠书籍，

悉数收讫，特此致函，以表谢忱。

其中，“种”“册”“书籍”等字样无法擦除，

传统手工纸标本以“张”为单位，具体内容无法完整

呈现，涂改填写时较为混乱，给捐赠双方都带来了困

扰。因此，在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公共图书馆

要多方考虑社会捐赠品类，设计多种捐赠致谢证书模

板备用，完善图书馆捐赠回馈制度，提前做好吸纳多

元化信息资源的准备，以提高捐赠工作水平，促进捐

赠工作持续开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政策以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传统手工纸标本作

为中华古籍的载体，其捐赠工作的开展为公共图书馆

捐赠制度打开了全新视角。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推进

以及传统手工纸科研工作日益深入，古籍修复科学

化、管理规范化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从历史文化角度

讲，透过这些古纸旧藏，可以窥探我国传统造纸技艺

的变迁和时代审美观念的变化。保存和传承人类文化

遗产是公共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完善传统手工纸标本

捐赠制度，拓展纸样标本的存藏利用途径，鼓励社会

大众积极参与，让传统手工纸资源为图书馆事业和古

籍保护事业发展积聚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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