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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题材、新类型，市场上独一无二，**本关于肄雅堂古籍修复技艺的口述史图书，**本
如此精心打造、注重每个环节、与非遗相关的平民价图书。 

内容简介

“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是首套关于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列口述史丛
书，它旨在抢救整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的历史资料（口述资料），使鲜活亲近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并使其在普及中得以保护和发展。本书为此丛书
中的一本，由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肄雅堂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汪学军亲自口述，涉
及古籍修复的精髓、过程、传承以及隐藏在这些背后的人生历程、沧桑变化。

作者简介

汪学军，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1964年，祖籍浙江绍兴，高中
学历，从1982年开始在中国书店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至今已有34年。汪学军祖孙三代均
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在裁切工艺上素有“大刀汪”的美称。其祖辈是汪景熙，曾在原琉
璃厂附近开过一家小小的裁书作坊。 其父为汪增仁，随父学习裁切，后进入中国书店，
从事古籍修复工作。汪学军从小生活在琉璃厂附近，耳濡目染，深受祖父和父亲工作环
境的影响，高中毕业后接替父亲岗位，进入中国书店，主要跟随父亲汪增仁，还有赵树
枫、韩秀风等师父学习古籍修复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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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采访手记
时间：2013.1.17 中国书店
受采访人：汪学军
采访人：赵宁

恍惚中，那伏案的老者其实还不到50岁，却已早生华发，拖着病体，执著于看似简单的
粘粘贴贴，一坐就是三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又能在一个三十年中执著于一件事
情多久？不必去细算，他的故事就在眼前。汪学军，一个普通的名字，一个普通的人，
在他的手中我却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刚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还不到50岁的汪学军
师傅在面相上与真实年龄的确有些出入，当我们笑谈到这一点时，他舒展了一下笑容，
不大的眼睛眯成了月牙，“没办法，我脾气暴，又较真，容不得一丝瑕疵，俗称‘完美
主义者’，为了修书，不仅弄得身体不好，还未老先衰啊！”在他自己的惋惜声中，我
却看到了他眼中的坚定和不悔。他说，一本古籍，连接的是两个空间，见证的是过去与
现在。那珍贵而绝无仅有却又霉迹斑斑、残缺发黄的书页像一片片凋零的落叶，庆幸，
在汪学军的手中，重新化作纷飞的蝴蝶，展示着古典和历史的生命力。“做这行工作要
讲究，不能将就。我干了这一行就会爱这一行。现在要是离开了古籍，闻不着这股子陈
旧味儿，摸不着这坑坑洼洼的黄纸面，我还不习惯呢！如果我的身体没太大问题，我还
想再修个三十年！”他如是说。（图3-1汪学军师傅近照）

三、走上这条路

时间：2013.1.17    中国书店

采访人：赵宁

恍惚中，那伏案的老者其实还不到50岁，却已早生华发，拖着病体，执著于看似简单的
粘粘贴贴，一坐就是三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又能在一个三十年中执著于一件事
情多久？不必去细算，他的故事就在眼前。汪学军，一个普通的名字，一个普通的人，
在他的手中我却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刚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还不到50岁的汪学军
师傅在面相上与真实年龄的确有些出入，当我们笑谈到这一点时，他舒展了一下笑容，
不大的眼睛眯成了月牙，“没办法，我脾气暴，又较真，容不得一丝瑕疵，俗称‘完美
主义者’，为了修书，不仅弄得身体不好，还未老先衰啊！”在他自己的惋惜声中，我
却看到了他眼中的坚定和不悔。他说，一本古籍，连接的是两个空间，见证的是过去与
现在。那珍贵而绝无仅有却又霉迹斑斑、残缺发黄的书页像一片片凋零的落叶，庆幸，
在汪学军的手中，重新化作纷飞的蝴蝶，展示着古典和历史的生命力。“做这行工作要
讲究，不能将就。我干了这一行就会爱这一行。现在要是离开了古籍，闻不着这股子陈
旧味儿，摸不着这坑坑洼洼的黄纸面，我还不习惯呢！如果我的身体没太大问题，我还
想再修个三十年！”他如是说。（图3-1汪学军师傅近照）



三、走上这条路

    我出生在1964年的5月，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上面有三个姐姐，后来母亲又生
了一个弟弟，我们姐弟共五人。如今我们五个早已各自成家，三个姐姐也已经退休，父
亲去世，母亲住在敬老院。我、我爱人、我儿子住在一起。小时候我们家就住在琉璃厂
附近，离中国书店很近，在小沙土园拐来拐去的一个胡同里。一间不大的屋子挤了我们
一大家子。从我记事起，我爸就在中国书店上班了。这条街琉璃厂街以前两边都是平房
，七几年地震过，到1984年翻新成现在的这条仿古街。我记得那时候我有事儿没事儿地
就在我爸那儿转转、看看、玩玩，都成了那里的常客了。和老师傅们都混熟了，看到和
我父亲一代的老师傅，我都特别乖巧地叫叔叔、阿姨、大爷。我并不怎么淘气，都挺安
静地看他们怎么工作，看他们每天都是守在桌前干什么，看那些奇奇怪怪的小工具，更
多时候看我父亲怎么裁纸磨刀的。可以说，我很早就接触到了这一行，但具体说不上有
多浓厚的兴趣，就是好奇吧，看他们所有人在那里拼拼贴贴、喷喷洒洒，很熟练的手法
，特有意思。而且屋里那股子的陈旧味、乳胶味我一点也不反感，这估计就是遗传基因
的影响吧。古籍修复的工作室真是我童年和学生时代玩耍的主要地方。

在中国书店工作，其实也是从学徒做起，我有点底子，但是用在实践上肯定不行，所以
还得老老实实地跟着我爸还有老师傅学。那时候真是书业界群英荟萃的时代啊！曾经琉
璃厂附近大大小小书铺里会古籍修复的师傅都云集在了这里，有高超的手艺，有团结一
心的凝聚力，真是做得有声有色。古书的专业我们中国书店可以说在全中国是比较有名
的，我们这里的老师傅很多都到大学里给人家讲过课，比如张忠旭，那些大学里的专家
学者有些问题也会到老师傅这来请教。听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给全国的图书馆开过
古籍培训班，全是中国书店办的。我还听店里的老师傅曾经说过，大概在五十年代吧，
有一位领导人请中国书店的老师傅修书，只修一套书中的一本，要求师傅将线拆了，但
是还要用原线缝回去。一般我们在缝线的时候都会多留出一段，全部订牢稳了就剪掉多
余的。线一旦拆了，还要用原线重缝回去，难度之大可以想象，一般来说，旧线不够长
啊。这也算是一个挑战吧，师傅最终将线缝回去了，领导人很高兴，这手艺多精湛呀。

那时候我年轻啊，精力旺盛，也算比较上进、勤奋的一个人，再加上我从小在这里出入
，老师傅都很喜欢我。不过“徒弟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个道理我懂。通过我自己
的琢磨，我发现当初我所看到的拼拼贴贴、修修补补的这些东西，包括我自己认知理解
上的，表面上看着简单容易，实际上每一道工序，它里面的内在、内涵是什么，怎么回
事儿，你要想出道道来，为什么要这样，你干的时候要理解其中的技艺，也是不容易的
，一个打浆糊就曾经让我困惑了许久。为了更长久地保护修缮的图书和环保等原因，书
籍的粘补需要自制浆糊，单就打浆糊学问就大着呢。这个浆糊不是说你打成稀糊就成了
，那时候老师傅走过我跟前就说再兑点水，人家为什么让我再兑点水？为什么啊？你就
得自己想为什么，他不可能给你说到了，但是老师傅让你多兑点水，你就得自己看看怎
么回事儿，这浆子是用来粘纸的，稀了怎么办，粘不住怎么办，什么是适合它的，什么
是不适合它的，都得弄清楚。纸张和纸张也不一样，纸张不一样用的浆子就不一样，它
会有自己的具体表现，就跟这个人似的，你得了什么病就得吃什么药，如果你吃错了药
就麻烦了。浆糊调制的有问题的话，也许多少年后会对纸张造成很大的伤害，这是一个
严谨的工艺要求。要讲究不能将就，是我工作遵循的最高原则。（图3-3汪学军工作中）



说实在的，修书是件枯燥辛苦的活儿。每回看到自己把一本破损的书装帧修成另一番景
象，心里是愉悦的，虽然这个过程很艰辛、很漫长。要守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我也
常给干这一行的孩子们说，干这一行就是非常枯燥，面对着一张破纸，一碗浆糊，手里
拿着一支毛笔，低着头，手不停眼不停，这确实是一个枯燥的事儿。但你既然选择了，
就要义无反顾，干一行爱一行。秉持着这种想法，这么不知不觉地三十年就过来了。因
为修书时间久，该得的职业病一个也没落下。我脾气又暴、直、倔、较真、苛求完美，
不喜欢和人拐着弯绕着圈去周旋，直来直去，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心脏也不太好，
这不刚搭完桥不久。对于修书，我要干，就要干到最好。我不可能跟你去省、给你去偷
工减料，该怎么做，这套工序就要完完整整做，每个工序每个工序都要按照我认知的完
成。我同事都了解我的个性，有时候劝我，汪师傅，别那么较真了，这样就行啊，但是
我还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后来做好了，他们就说，你怎么想到用这种方式去做，我怎
么就没想到，但是还是看着我太费事了。我说那没办法，这个书，传统的工艺，尤其是
这个手工艺，你要想把它当成一个挣钱的行业，真挣不了钱，你想想，一个人一天能工
作多久？如果说按照你自己的认知理解去做，糊弄的话肯定能多干，那也挣不了大钱，
你要认认真真按照自己的要求做，更不可能了。你要预料，当一本书粘接、装订完了以
后，在自然环境后能保持多少年。按照以前修复的标准，能维持到一百多年二百多年，
如果是咱们去修，运用自己的技巧和要求能不能维持到一、二百年？或者维持到了那个
时间，咱的修复方法会不会引起纸张的什么变化，这都是要对比查证的。书修得不好或
过度，也是对书保存的一种损害。我记得有一次要修一套明代孤本地图，叫《舆地总图
》，为了配合原旧纸张，修补一页就要配三种纸，因为书页的接口啊、四周啊、中心啊
颜色不太一样，如果有人省事，选一种颜色的纸补上就行，但是补出来的效果就很不理
想了，一翻开书页多花啊。我的倔性子又上来了，硬是每一页都用三种贴合书页的纸修
补好了全套。你不知道，常常一页纸下来我就会有点头昏脑胀、颈椎酸痛。要知道三种
纸的修复工序比一种纸修补不是单单只多了三倍啊，费时费力，但修复出的效果和保存
时间却比一种纸修补高出不知道多少倍。我可以有底气说，别人修复后的书可以保存几
十年，但在我手下的书上百年都没有问题。（图3-4-1《與地总图》修复前）；（图3-4-2
《與地总图》修复后）还有一次，一个朋友请我修补一套清代五色套印古籍，破损的不
是很厉害，只要稍稍修补一下就可以，朋友却一定要求做成金镶玉。我觉得这套书做金
镶玉并不太合适，本来书的尺寸就比较大，每页再要衬上一张纸，周边再多出一些空白
，就把书变得又大又厚，也许够气派，但是对于书的保存来说未尝是好事。我对朋友说
了这个想法，我那老朋友却仍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我倔脾气一上来，拍桌子说不做了
，可不能让这套书毁在我手上。我那老朋友百般请求，我就是不给他修，最后朋友无奈
，只好听从了我的意见。每当我俩提起这件事，还是会笑得前仰后合。老朋友终于见识
到了我的个性了，但每一次还是把古书拿给我修，因为他知道，我老汪头儿是倔，但绝
对会认真对待每一部书。

    古籍常用名词：包括书皮、书签、书脑、书口、书角、书根、天头、地脚、副
叶、封面等等。书脑，又叫做后背儿，书右侧空白处，用来钻孔穿线的；书口就是书页
中间的那个折缝，古书是一大页一大页，中间折起来，那个折就叫书口；书角就是书上
下的那两个角，如果用丝织品包起来书角的话又叫做“包角”，比较珍贵的书才会包角
；书根就是书的最下端，一般用来写书名，还有是第几册；天头和地脚分别是书页上栏
、下栏的空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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