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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本报讯 夏日炎炎，但一走进正在市图书馆一
楼陈列馆特举办的“醉美宋韵——馆藏中华再造
善本宋刻展”，清雅之风扑面而来。

一叶宋版，一两黄金。作为宋韵文化的代表，
宋刻本便好似皇冠上的宝石。宋版书，传至清代已
成稀世之珍，无论是鉴赏家、藏书家还是学问家，
都对此格外垂青。

据统计，目前我国的宋刻本总量不超过
1200部，多数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内所藏
的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的宋刻本十分稀少，只集
中在少数几家大型图书馆。市图书馆馆藏中华
再造善本宋刻本，共 68 种 322 册，此次展出将持
续至7月20日。

市图书馆举办
“馆藏中华再造
善本宋刻展”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近日，由市纪委监委、市妇联举办的
“扬商城正气 树清廉家风”书画作品展在北苑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综合文化站）展出。

本次书画展共展出的20余件获奖作品。一幅
幅书画主题鲜明，风格多样，融思想性和艺术性
于一体，把廉政文化建设与家庭美德结合起来，
把理想信念、从政道德、家风家训等防腐倡廉教
育内容，形象、生动、直观地传递给广大党员群
众，使大家在欣赏中得到启示，受到教育。据悉，
开展以来，廉政文化书画展得到群众的一致好
评，传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传递了向上
向善的正能量，营造了家风好、民风纯、党风正、
政风清的良好氛围。

“扬商城正气
树清廉家风”
书画作品展开展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时代。为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义乌、武义两地文化艺术交
流，近期，义乌市文旅局和武义县文旅局联合举办
2022年义乌、武义两地文化走亲画展。

7月14日，“义乌、武义两地文化走亲美术作
品展”在福田街道陶界岭文化礼堂开幕，展出将持
续到7月18日。

本次展览共计展出76件艺术作品。其中，绘
画作品56件，摄影作品20件。据了解，所有参展作
品皆出自于全省群文美术干部之手。他们深入武
义，以生动的表现手法精心创作。作品内容聚焦武
义的山水美景，以独特的视角拍摄了武义风土人
情，用独到的笔墨语言描绘了武义改革开放、生态
保护、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展示着武义古村遗迹
的深厚人文底蕴。

义乌、武义两地
文化走亲画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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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案而坐，屏息静气，手握毛笔，小心翼翼蘸着糨糊，将薄如蝉翼的修复用纸

填补到古籍书页的破损处……义乌收藏品市场“浙江民间古籍修复工作室”内，古

籍修复师卜佑兴和妻子正在一点点地修复着古籍残卷。

“古籍修复就是为了将古籍更好地保存和传承下来，使文明得以延续。”在卜

佑兴眼里，古籍修复虽然是一个小众、冷门的行业，却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从2011年开始从事古籍、字画修复工作，至今已有十余年。“经过我手修复的民

国广告画和近代宣传画近2000多张，修复古书籍至少四五百册。”他颇有些自豪。

卜佑兴出生于1981年，是湖南长沙
人，在家中排行老二。18岁那年，艺术学
校毕业后，他跟随哥哥来到义乌，开启自
己别样的人生路。

“哥哥自幼爱好文学，喜欢读书，初
中毕业后来义乌谋生。”卜佑兴回忆说，
有一天，哥哥路过一家废品收购站，见门
口堆放着一些古籍，便出价20元买回这
些书。当天晚上，他上街摆地摊，一本清
道光版的《笑林集萃》讨价还价后被人以
480 元买走。“就是这笔买卖，打开了我
们的事业之门。”兄弟俩紧紧抓住商机，
在废品收购站里淘到了“宝”：白天专收
古籍和旧物，周六拿到集市上售卖，收入
是打工时的几十倍。

“义乌不仅市场繁荣、经济发达，文
化底蕴也很深厚，有一个古籍收藏群体。
我很快与这些收藏家成了朋友，他们需
要什么版本的古籍，我们就为他们去
找。”卜佑兴说，为了满足藏友的需求，他
与哥哥又把业务拓展到上海，与上海的
书贩建立了供求关系，并把产业链延伸
到收购家具等杂物杂件上。他们经常一
卡车一卡车把旧书和旧家具运回义乌销
售，这些“宝贝”成了义乌收藏品市场上
的抢手货，生意做得十分红火。

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
体，见证了历史的变迁。随着文物保护知

识的普及，古籍价值也不断被挖掘和释
放。但由于存放和保管不善等原因，许多
珍贵的古籍受到损害，哥哥经常把一些古
籍残卷送到金华等地进行修复后再出售。
卜佑兴在淘书中深刻地了解这些古籍的
价值和作用。

“如果不好好修复，那么以后我们就再
也看不到这些书了，这多可惜啊。”2010
年，有着艺术功底、又对古籍无比热爱的卜
佑兴萌发自己修复古籍的念头，随后就动
身前往金华拜师学艺，从此便一发不可收
拾。2014年和2016年，他先后两次自费赴
国家图书馆拜国家一级古籍修复专家朱振
彬为师，学到修复古籍技艺，成为一名古籍
修复师。

接触古籍后，卜佑兴逐渐体会到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自身文化素养的不足。
为了提升知识和艺术素养，ト佑兴在繁忙
的工作之余重拾画笔，师从
国家一级

美术师黄昌林习字画画，主攻山水，获益匪
浅。他创作的40余把山水、人物、花卉成扇
在国家档案馆展出后，被著名表演艺术家、
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
童（章金莱）及一些企业家收藏。

“古籍修复和雕版印刷之间密不可分，
只有自己多实践，才能感受初刻版和再刻版
的区别。”2016 年底，卜佑兴又报名参加由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小建授课的雕
版印刷培训班。除了单色、套色、渐变等常用
雕版印刷技艺，他还学到始于晚明时期的

“拱花技艺”。
除了修复古籍，卜佑兴也爱收藏古籍，

在他的工作室内古籍藏本就有七八百册。
其中，不乏各种价值不菲的明朝古籍，
还有不少精美的字帖拓本。

因热爱不断学习 传承多项非遗技艺

残卷古籍修复师被称为“古
籍医生”“书医”。“前代书画，传历
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
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
医不善，则随剂而毙……”明代周
嘉胄所撰《装潢志》中对古书画装
裱做了精辟描述，卜佑兴认为，这
道理对古籍修复也同样适用。

古籍修复工序复杂精细，有
多达几十道工序及流程。每拿到
一本需要修复的古籍，卜佑兴都
要“对症下药”，针对不同的破损
程度、病变，材质等，制定不同的
修补方案。他说，无论是调好糨糊
备用，还是给古籍拆线建档案，抑
或是选择和原书协调的配纸，每一道流
程都很重要，每一个步骤都马虎不得。

“你看，这本《资治通鉴纲目》很不
一般，是内府本，也就是官印版本，很是
难得。”卜佑兴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册修
复好的古籍。他一边介绍，一边用尺子
量了量：“长36厘米、宽22厘米、厚3厘
米，比一般古书都要大得多。”这本残卷
是去年6月底，一个知名的企业家通过
北京的一位老师找到他进行修复，一共
有17册，共1625页，夫妻俩断断续续修
复了一整年。

卜佑兴介绍，这一套《资治通鉴纲
目》残本是木刻印刷本，成书于明成化九
年，距今已经560多年了。“这套古籍残本
是在一次拍卖会拍卖得来的。还真是缘
分不浅，因为藏书的库房着火了，灭火时
古籍浸水后受损十分严重，否则这套残
本也绝不会流出进入拍卖会的。”他说。

桌子上铺满的残卷全都受潮发霉、
絮化，基本已经没有了封底及封面，内页

也残缺不全……卜佑兴手机里至
今还留有这套古籍送来时的照片。

“不但有火烧、水浸，还有鼠咬、虫
蛀、发霉、絮化的痕迹，很多筒子
页都粘连在一起，根本不敢随意
打开。为了修复好这套书，我用了
20 多天制定出修复方案后，方敢
动手。”他翻开书页，指着斗大的
印章说，“一点点地拆开后，发现了
书页背后附有衬纸，说明这套书已
被多次修复。这些书页上盖着各个
朝代的章，说明此书辗转经过多人
收藏。你看，这里还盖着清朝驸马
爷的章。”

经过修复后，腐朽的残卷焕然
新生，字迹清晰，页面污渍基本消除，不但
可随意翻阅，还被加装了新书盒。“这个书
盒也是我为这套古籍残卷量身定做的。书
籍装进去后如同被真空包装一样，这样便
于收藏和传承。”他笑着说。

除了修复这套稀少的古籍残卷，卜佑
兴还曾于 2018 年修复了一套清嘉庆年间
的“李氏宗谱”残卷。“一共 22 册，里面从
李耳开始，包含了唐朝的历代皇帝矿物彩
像，至明代李姓官员画像，也非常珍贵。送
过来的时候，污损、絮化也比较严重，我们
前前后后也花费了一年时间进行修复。”

费时一整年 修复一套古籍

征稿启事

本报“看见义乌”栏目，
涵盖义乌人的衣食住行，既
关注生活新主张、潮流新事
物、社会新风尚，也追忆旧日
时光、讲述过去故事。欢迎广
大读者向我们投稿或者提供
线索，如果你家有“保留节
目”或者“传家宝”，都可以拿
来 分 享 。联 系 邮 箱 ：
746862470@qq.com（请注明

“看见义乌”栏目收）。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看见

义乌，寻找文化的初心，记录下
我们的故事。

修复前的民国广告画破损严重。 精心修复中的民国广告画。 修复后的民国广告画焕然一新。

卜佑兴正在修复古籍残卷。

《资治通鉴纲目》刚被送来时残破不堪
（左），修复后的残卷焕然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