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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塘下·新塘下 9

■记者 林翔翔

来到塘下镇鲍二建设路的红房子美术馆，一位着装简洁

的年轻女子正埋头用镊子剔除古籍上修补好后多余的宣纸，

神情专注，动作轻柔。她叫叶雪晨，1992 年出生于塘下鲍五

村，毕业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文物鉴定与修复（古籍与字画修

复）专业，是一位古籍和古陶瓷修复师，持有四级文献修复师

证书。

近期，叶雪晨正在修补一本古籍。接受记者采访时，她畅聊古

籍、古陶瓷修复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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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手修古籍 倾心做“书医”

塘下有个“90”后古籍修复师

大学毕业后，叶雪晨在杭

州一家公司从事建筑三维设计

工作，不久后辞职回瑞安开了

一家美术馆，成为一名美术老

师。

在教学过程中，叶雪晨发

现，3 年的文物鉴定与修复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如各类鉴

赏课程影响着她的审美，制作

陶器和修补陶瓷增强了她的

立体三维感。她把所学的知

识和技能运用到教学过程中，

如扎染、色粉画、国画等。课

间，学生们时常围着叶雪晨，

听她讲述古籍和古陶瓷修复

背后的趣事。

叶雪晨也挺怀念修补古籍

和古陶瓷的学习时光，不久前

她翻出大学时期买的破损古籍

《春秋左传》，利用闲暇时间重

操旧业。在修补过程中，她却

感到了一丝孤独。

“花一个下午，甚至花一天

时间修补古籍，对古籍修复师

而言是家常便饭。孤独感来自

工具不齐全，更来自没有志同

道合的人。”叶雪晨说。

日前，记者从市博物馆了

解到，目前古籍修复师在全国

各地相对缺乏，瑞安会这门手

艺的专业人才寥寥无几。市博

物馆拥有相当健全的古籍修补

设备和工具，十分欢迎专业人

才加入志愿者队伍。得知消息

后，叶雪晨非常开心，表示愿加

入志愿者队伍，一起续接文明

片段。

专业被调剂，哭了一周欲退学

叶雪晨从小热爱美术绘

画，在学校画画比赛中获得过

不少奖项，只要给她一支笔、

一张纸，立马就能画出形态各

异的人、物、景。她从小就有

一个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画

家。高考填写志愿时，她毫不

犹豫地填报了设计类专业。

“文物鉴定与修复是什

么？我不要读这个专业！”看

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叶雪晨傻

眼了。原来她被专业调剂，在

此之前，她对文物鉴定与修复

这一专业一无所知。

刚开学那段时间，枯燥的

理论课、概念课，以及对新环

境的不适应，让叶雪晨时常想

起画家梦。在哭哭啼啼了一

周后，她给家人打电话，说要

退学到街头画画谋生，这可吓

坏了家人。

然 而 缘 分 就 是 这 么 奇

妙。开学第二周开始上陶瓷

鉴定课，教室里的红木柜上摆

满陶器、瓷器、青铜器等古玩

和碎片，每一件物品都散发着

历史的气息。红木桌上还放

着精致的茶道工具，学生们边

品茶边听课。那是叶雪晨第

一次觉得，这专业似乎没有想

象中那么糟糕。

不久后，学校不时请来省

文物协会、收藏协会的专家，

为学生讲解各类鉴赏知识，让

叶雪晨大开眼界，退学念头自

此打消。

新手修复古籍，越补越薄

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学

习，学生们早已蠢蠢欲动，终

于在半个学期后开始修补古

籍。

“古籍修补的工序看似简

单，实际上很费时间和精力。”

叶雪晨回忆初期修补古籍的

经历：一个周末，她到古玩市

场淘古籍，贪便宜淘了一本破

损较为严重的古籍，许多书页

只剩下三分之一。编完页码

后，叶雪晨开始动手修补，洗

纸、涂浆糊，两道工序下来还

算顺利，而在贴宣纸时，“呲”

的一声，镊子在页面破损部位

撕开了一个大洞。她一惊，来

不及反应，食指指甲又在书页

上擦出另一个洞。

“后来怕挨骂，干脆把那

页纸扔进垃圾桶，重新编了页

码，导致古籍越补越薄。”叶雪

晨说，初次练习古籍修补时，

不少同学试图靠此招蒙混过

关，然而当他们捧着薄薄的古

籍上交时，一下子就被经验老

到的老师识破。

在电视剧《似水年华》里，

古镇、古籍、古籍修复师，汇成

一幅优美的画面。然而现实

生活中，古籍修复工作有些单

调和枯燥，除了需要一双巧手

外，还需要耐心与执著，时常

一个下午下来，只能修补两三

页。

经过长时期的学习和接

触，叶雪晨慢慢地对这个专业

有了认同感，她说：“每一册古

籍都承载着一段历史，我们就

是为古籍‘救死扶伤’的书医，

当破败不堪的书页在手中获

得重生时，那份使命感和成就

感是无以言说的。”

建筑工地翻寻古陶瓷片

除了修补古籍，叶雪晨还

学习了古陶瓷相关知识与修补

技能。一次，叶雪晨上完古陶

瓷鉴赏课程，对陶俑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于是上网、到图书馆

翻阅书籍，了解不同时期陶俑

的特点和历史背景。一个周

末，叶雪晨在逛古玩市场时看

到了一对陶俑，摊贩声称产自

南宋时期。她花了 200 元钱买

下这对陶俑，然后兴高采烈地

找老师讨论。“这陶俑是厂家

货，我花 200 元能买 10 对。”老

师看了一眼陶俑后说。

“我看成色、器形符合南宋

陶俑的特征，没想到是假的。”

叶雪晨说，古玩鉴定需要阅历

和经验，只学习理论知识远远

不够。

古陶瓷碎片除了在古玩市

场淘到以外，还可以在建筑工

地、山体崩塌处找到。有一次，

同学们和老师路过一建筑工地

时，老师下车后随手拿起一根

铁棍翻找，结果找到了几片古

陶瓷碎片。之后，叶雪晨时常

与同学们在建筑工地、山体崩

塌处寻找古陶瓷片，运气好时

也能有所获。

得到古陶瓷碎片后，同学们

根据碎片的形状翻模具、灌石

膏。“在修补一些不规则形状的

陶瓷碎片时，石膏经常会破裂，

非常考验修复师的技术和耐心，

若没有一颗敬重和热爱之心，很

难坚持下去。”叶雪晨说。

愿与同道中人续接文明片段

叶雪晨办公室的破损古籍和修补工具 古籍修复前与修复后对比图 叶雪晨和同学修补的古陶瓷

叶雪晨在修补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