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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书纸张原料与修复用纸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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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民间文书修复工作中" 修复用纸的选择对文书修复效果及修复后能否延长文书寿命至关重要% 太行山文书作为一批华北

地区民间文书" 其纸张多样性特点突出% 为进一步细化民间文书纸张分类" 本研究采用实验法" 从太行山文书中随机选取 ++ 个样本

作为实验对象" 通过分析太行山文书纸张纤维特征" 研究太行山文书纸张原料及纸张特性% 研究结果表明" 太行山文书纸张包含竹

纸) 麻纸) 皮纸) 混料纸及再生纸等多种纸张类型" 为民间文书修复用纸的选择提供了有益指导% 以此为切入点" 探讨文书修复过

程中修复用纸供需矛盾的原因" 引起学术界对民间文书修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进一步探索适宜民间文书的修复用纸%

关键词! 民间文书# 太行山文书# 修复用纸# 纸张纤维

中图分类号! -AF)# >)==!!!!!文献标识码! H!!!!!!"#& +*%++,E+GI%4110%+***?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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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娇" 女" +,EF 年生# 硕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古籍修复) 文书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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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古籍) 文书等纸质文物所使用的纸张主要用

于原件的补破) 溜口溜边) 加固) 托裱) 衬纸等工

序% 明代周嘉胄在 .装潢志/ +补, 一章中简明扼要

地谈到'+(

& +补缀00稍不相侔" 视则两异% 故虽有

补天之神" 必先炼五色之石% 00纸必补处莫分%,

古籍修复师修补纸质文物前需要选择相匹配的修补用

纸才能达到浑然天成的修复效果% 古籍修复用纸质量

的高低不仅会影响纸质文物修复后的质量及美观性"

更决定着纸质文物的保存时长% 在过去" 古籍修复师

大多使用多年收藏的旧纸" 或搜集旧书上脱落的护页

或无字纸张修复古籍% 但是" 由于纸质文物的不可再

生性" 旧纸已再难寻觅" 而且旧书中脱落的纸张有不

同程度的霉蚀) 酸化等现象" 为避免给纸质文物造成

修复性损害" 在现代古籍修复工作中" 旧纸修复古籍

的案例越来越少%

目前" 国内各修复单位大多采用纸张定制) 市

场采购等方式购买符合修复要求的修复用纸% 修复

师大多凭借自身经验依靠眼观手摸选择与纸质文物

纸张相匹配的修复用纸" 一般遵循 +四相近, 原

则" 即配纸符合厚薄) 原料) 帘纹) 颜色 +四相

近, 原则% 民间文书修复使用的纸张可以部分地选

用古籍修复用纸% 与古籍善本相比" 民间文书有其

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

&

纸张材质低劣" 制法粗糙#

且不乏机制纸" 其木质素含量高" 纸张老化程度较

高#

'

保存环境差" 保存方法不当" 文书纸张损毁极

其严重" 且破损种类比古籍善本更多#

(

部分文书已

经历过数次非专业修补" 需使用特殊手段和特殊纸张

进行再次修复% 本研究以邯郸学院校藏太行山文书为

例" 试图通过对太行山文书纸张纤维分析" 研究民间

文书纸张特征" 为民间文书修复用纸的选择提供科学

依据%

$%太行山文书现状及纸张特征

$&$!太行山文书现状

太行山文书原为私人从民间购买) 收集所得" 文

书时间跨度大" 又经民间聚散转手" 保存条件良莠不

齐" 损毁极其严重" 文书纸张普遍酸化) 絮化" 部分

文书已处于濒危状态% )*+& 年 +) 月陆续入藏邯郸学

院后" 这批具有地域历史特色的文书才得以妥善安置

和保存% 太行山文书是太行山区乡村社会历史进程的

+见证者, 与 +记录者," 是文献学) 历史学) 社会

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资料% 但太行山文书整体破损

程度较高" 使用有效手段对其进行修复还原" 是将

这些沉睡的 +见证者, 与 +记录者, 唤醒的重要

一步%

$&'!太行山文书纸张特征

太行山文书纸张特征主要表现为多样性% 这一特

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太行山文书数量庞大"

入藏总量已达 )* 万余件% 这些文献上起明朝万历

年间" 下至 )* 世纪 E* 年代初期')(

" 地域囊括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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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 鲁) 豫 ' 省" 由于不同地域) 不同历史时期纸

张打浆工艺) 抄造工艺) 所用原料具有不同的特

点" 文书的纸张也呈多样性# 纸张大多由小作坊小

规模制作" 选材门槛低) 制纸标准不一" 手工制纸

又受环境) 经济) 人力等多种因素影响" 即使同一

作坊" 不同批次纸张的质地也存在差异% 因此" 太

行山文书纸张的多样性特点鲜明" 包括手工纸和机

制纸两大类" 但其纸张原料不明确" 难以细化分

类" 导致文书修复工作中无法科学合理地选择修复

用纸%

'%太行山文书纸张纤维检测与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太行山文书纸张特征" 细化文书纸

张分类" 本研究采用实验法" 从太行山文书的书籍)

单页契约) 账本反脱落碎片文书中随机选取 ++ 个样

本作为实验对象" 试图通过分析太行山文书纸张纤维

特征" 判断纸张原料及纸张类型" 为文书修复用纸的

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实验方法

选取碘G氯化锌!赫兹伯格染色剂$染色法观察

太行山文书纸张纤维% 实验步骤包括染色剂配置)

文书纸张纤维取样与染色) 文书纸张纤维观察与

拍照%

实验 采 用 日 本 尼 康 公 司 生 产 的 M6Û8AM

U"+**8XU型偏光显微镜" 观察时未起用偏振光%

为防止污染文书纸张样品" 实验中的镊子) 解剖

针) 载玻片) 盖玻片均洁净" 且每个样品单独

使用%

'&'!实验结果与分析

'&'&$!太行山文书随机抽样样本信息及样本纸张

类型

本研究中" 太行山文书随机抽样样本及样本纸张

类型统计结果见表 +%

表 $%太行山文书随机抽样样本纸张类型统计表

样本来源 样本年代 样本数量 样本纸张类型

书籍文书

书页或护页

单页契约文书

账本文书

脱落碎片文书"

来源不详

清代 & 件

民国 + 件

清代 & 件

民国 + 件

年代不详 + 件

民国 + 件

年代不详 + 件

竹纸!) 件

再生纸!+ 件

机制纸

构皮纸

桑皮纸

竹纸

麻纸

构皮) 桑皮混合纸

再生纸

草纸

'&'&'!太行山文书纸张纤维特征及种属

由表 + 可知" 太行山文书随机抽样样本的纸张根

据分类不同存在以下特征%

!+$书籍文书用纸% 本实验共选取书籍类太行

山文书样品 ' 件" 由书籍文书用纸纸张纤维图!见

图+ V图 &$可知" 抽样的清代书籍文书用纸原料种

类都在 ) 种或 ) 种以上% 由图 + 可知" 书籍文书用

纸纸张样品中存在粗细 ) 种纤维" 粗纤维细胞壁较

厚" 胞腔较小" 较为坚硬" 应为竹纤维# 细纤维应

为稻草纤维" 竹纤维中添加稻草纤维在竹纸制作过

程中十分普遍" 初步断定此种纸样应为竹纸'&(

% 由

图 ) 可知" 一种纤维染色呈黄棕色" 胞腔巨大" 可

能为木质纤维# 另外一种纤维染色呈蓝紫色" 为圆

柱形" 表面疑似有胶衣" 胞腔明显" 有横截纹" 疑

似为桑皮纤维% 木质纤维和韧皮纤维引入工艺不

同" 因此推测该批纸张在制作过程中添加了废旧纸

张" 可能为再生纸% 民国书籍类文书纸张保存状况

较差" 难以分离出有鉴别特征的纤维" 其染色呈黄

绿色" 为机械浆特征!见图 &$

''(

%

图 +!竹纸纤维 图 )!桑皮纸或再生纸纤维 图 &!机制纸纤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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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构皮纸纤维 图 =!桑皮纸纤维

图 B!大麻纤维 图 F!构皮桑皮混合纤维

图 E!再生纸纤维 图 ,!竹纸书籍书影图

!!!)$单页契约文书用纸% = 件契约文书样品中" &

件来自清代契约文书" 原料分别为构皮) 桑皮和竹

子" 其纤维染色图如图 ' V图 F 所示% 其中" 构皮纤

维染色较浅" 呈紫红色" 表面有胶衣" 有明显横截

纹" 胞腔大小不一" 纤维特征较为明显!见图 '$% 桑

皮纤维呈蓝紫色" 有明显横截纹" 局部有扭曲!见图

=$% 竹纤维特征表述见上文% 民国时期的 + 件契约

文书纸张纤维呈红棕色" 多数分丝帚化" 为大麻纤维

特征!见图 B$% 另有 + 件年代不详的契约文书" 纤维

有明显横截纹及细胞腔" 染色较浅" 一种纤维呈红棕

色" 一种呈蓝色" 红棕色应为构皮纤维" 蓝色可能是

掺杂的桑皮纤维" 初步断定此样本为构皮纤维混合桑

皮纤维的混料皮纸!见图 F$%

!&$账本文书用纸% 此样品为民国时期

账本" 其纤维染色照片如图 E 所示% 由图 E

可知" 账本文书纸张纤维组成复杂" 蓝色粗

纤维可能为桑皮纤维# 蓝色细纤维可能为稻

草纤维" 浅黄色纤维胞腔巨大" 应为木质纤

维% 纤维组成亦含有加工工艺不同的纤维"

根据纤维组成判断" 该样本纸张应为回收旧

纸重新打浆后抄造而成的再生纸%

(%太行山文书纸张特点

(&$!清代书籍类文书

清代书籍类文书纸张中竹纸占大多数"

但保存状态较差% 关于竹纸的最早可靠记载

是从唐代开始的'=(

" 受造纸工艺所限" 竹

纸当时并没有普及% 现在所能看到的竹纸产

于北宋" 这与北宋时期开发江南自然资源)

各类竹植物种类繁多密不可分% 制作竹纸对

造纸技术要求极高" 与制作麻类) 皮类纸张

不同" 竹纸取植物整个茎秆而非韧皮作为原

料" 通过对硬度较高的竹茎施以强力" 通过

一系列物理及化学作用使其软化成纸浆" 再

行荡帘抄造成竹纸" 整个工序极其复杂" 这

也是竹纸出现的时间晚于麻纸) 皮纸的原因

之一% 竹纸原料易得" 只要是水源充沛" 盛

产竹类的地区都是制造竹纸的理想地区" 在

经济成本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因此" 从宋

元开始至民国时期" 机制纸普及前" 竹纸在

书写用纸领域可谓大显身手" 竹类植物造纸

技术日臻成熟" 明清时期竹纸产量一度独占

领先地位%

美中不足的是竹纸强度不足) 寿命短%

实验选取的 ++ 个样本中有 & 件为竹纸" 与皮纸或麻

纸样本相比" 从外观上看" 竹纸保存状态最差) 纸张

:T值最低) 纸张韧力差) 文书抽样样本来源的书册

掉渣严重!见图 ,$%

从 & 件竹纸样本纸张的纤维图看" 竹纸都包含竹

和稻草 ) 种纤维" 稻草用于制纸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

制造成本" 但稻草属于短纤维植物" 添加稻草无疑会

降低纸张强度和寿命% 笔者认为" 向竹料中添加稻草

纤维的成纸强度不如添加楮皮) 桑皮或麻料纤维的成

纸强度" 这样会相应地增加制造成本" 但是在古籍修

复或文书修复中使用的修复用纸可以考虑采用此材质

的竹纸%

=&



民间文书纸张原料与修复用纸初探 第 &' 卷!第 ) 期

(&'!契约类单页文书

契约类单页文书中皮纸较常见" 部分契约类单页

文书使用麻纸或竹纸% 皮纸取木本植物韧皮纤维" 其

原料种类繁多" 尤以构皮!楮皮$和桑皮较为常见"

占皮纸产量大宗% 皮纸生产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汉" 至

今仍有生产% 明清以前" 皮纸生产区域较广" 到明清

时期" 皮纸制造技术虽发展成熟" 但从明朝开始便逐

渐被资源丰富的竹纸所替代% 本研究中的构皮纸文书

样本非常柔软" 但已絮化" 絮化严重的断裂部位纸纤

维清晰可见" 稍加抖动" 纤维便会掉落% 在古籍和文

书修复工作中" 纸张絮化是经常会遇到的一种破损情

况" 如果修复不及时" 絮化部位随着人为翻动而缺失

面积逐渐扩大# 如若纸面有文字" 损失将不可估量

!见图 +*$% 本研究中的桑皮纸与构皮纸契约类单页

文书年代同为清代" 但桑皮纸样本无絮化现象" 纸张

的柔韧度也优于构皮纸% 但 ) 种纸张生产的年代) 地

点及工艺不确定" 所以不足以断定桑皮纸在纸质及纸

张寿命方面较构皮纸更具优势% 我国境内桑树多为桑

科的木本植物真桑及其变种" 如小叶桑) ?桑等"

南) 北方地区均可生长" 主要产于江浙) 川陕) 鲁冀

等地'B (

% 虽然 ) 种纸张不确定具体生产时间及产地"

但鲁冀一带生产的可能性极大%

图 +*!纸张絮化

麻类是最早用于造纸的纤维" 其纤维纯" 糖类成

分含量极少" 存放千年几乎不受虫蛀" 因此享有

+纸寿千年, 的美誉% 麻纸历史悠久" ) 世纪至 +* 世

纪千余年间" 麻纸在书写和绘画领域一枝独秀" 产量

最大% 现存两汉时期的纸张都是麻纸" 魏晋南北朝造

纸技术继承两汉时期造纸技术并有所发展" 纸张在白

度) 表面平滑度) 纤维帚化度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

汉魏时" 书写材料为纸与简帛并用" 一些文人在实际

使用时便体验到纸的优越性% 西晋武帝时" 任尚书左

丞的傅咸在 .纸赋/ 中写道& +取彼之弊" 以为此

新,

'F(

" 意即称赞使用破旧衣服为材料制造出的麻

纸% 随着纸张需求量增加" 以破布及其他废旧麻制品

为原料的麻纸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为解决这一矛

盾" 魏晋时开始开拓造纸新原料% +* 世纪后" 麻纸

在文化用纸领域逐渐被皮纸和竹纸替代% 到明清时

期" 学术界认为麻纸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文化用

纸领域内" 仅在书画装裱过程中" 仍然使用麻纸% 通

过本研究分析发现" 民国时期太行山一带地区" 部分

民间文书仍在使用麻纸%

实验样本分析结果显示" 太行山文书中存在构皮

与桑皮的混料纸" 遗憾的是此样本年代不详" 从目前

对太行山文书的整理情况来看" 年代最早为明朝万历

十六年!+=EE 年$% 混料纸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

朝时期" 有专家偶尔检测到麻料与皮料的混料纸" 从

经济方面看" 使用混合原料造纸" 可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又可兼具不同纤维原料之优势" 尤其是长短纤维

的搭配使用" 将长纤维的韧性与短纤维的细腻合而为

一" 这是中国手工造纸史上一大创新% 目前" 古籍修

复工作中使用的修复用纸一般都是混料纸%

(&(!太行山文书部分使用再生纸

再生纸即用废旧纸为原料抄造的纸张% 明代宋应

星 .天工开物*造竹纸/& 一时书文贵重" 其废纸洗

去朱墨污秽" 浸烂入槽再造" 全省从前煮浸之力" 依

然成纸" 耗亦不多% 南方竹贱之国" 不以为然" 北方

即寸条片角在地" 随手拾起再造" 名曰还魂纸'E(

%

这里还魂纸即再生纸% 废纸经除尘去杂" 蒸煮捣烂处

理后" 纤维必定会变短" 抄造成的纸张强度必定不理

想" 因而制造再生纸一般是将废纸纸浆与适量新纸浆

复配后再行抄造成纸% 关于还魂纸生产的时间" 根据

潘吉星检测" 北京图书馆藏南宋时期楮皮纸及中国历

史博物馆藏宋太祖乾德五年的麻纸中均有未捣碎的废

纸残片% 由此" 潘吉星认为" 以废纸回槽" 与新纸浆

复配而抄造再生纸" 可上溯至隋唐或更早时期',(

%

太行山文书样本中" 再生纸来自民国时期账本脱落碎

片" 纸质较厚" 韧力较差" 从肉眼看杂质与杂色较

多" 纸张平滑度及白度较差" 多处斑点状朱墨掺杂于

纸张纤维中%

.%民间文书修复用纸的困境

民间文书纸张类型与破损形式多种多样" 其修复

想要达到 +补处莫分, 的效果" 选用合适的修复用

纸至关重要% 破损文书的修复) 脆化文书的加固) 撕

裂部位的溜口等都需要选用合适的纸张进行修复% 在

纸张材质方面" 修复用纸必须与文书原件纸张一致%

本研究在纸张材质方面为民间文书选择修复用纸提供

了有益指导% 但目前纸质文物修复用纸供需矛盾仍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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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严峻" 有时在实际修复工作中不得不使用近似的

纸张替代% 出现这一矛盾的原因主要有&

&

对民间文

书修复工作的重要地位认识不足#

'

由于原料难寻)

造纸工艺繁杂) 利润低等原因" 部分手工纸制作工艺

失传#

(

手工纸产量及质量下降与修复用纸质量要求

提高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

修复用纸单位与手工造

纸单位在纸质需求方面缺乏有效沟通% 我国民间文书

数量庞大" 破损状况触目惊心" 修复工作迫在眉睫"

对民间文书修复工作进一步研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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