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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中期以后，防蠹防潮的植物、矿物和其他药品开始
广泛运用于文献保护过程中，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藏书处施
放药物，二是制作药物浆糊。

在藏书处施放药物就是直接将植物、矿物性或动物性药物放
置于藏书处，以驱逐虫鼠。历史记载使用较多的防虫药物主要有
香草、麝香、樟脑、烟叶、橘皮、檀香和雄黄等。明清时期，著名的
藏书楼天一阁也采用芸香防蛀。用芸香防蛀还会有一股香味，就
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书香”。

在纸质文献时代，浆糊主要用于粘接书叶、裱补图书。由于
浆糊中含有淀粉故极易招惹虫蚁和鼠害及霉烂，药物浆糊的发明
解决了这一重大难题。药物浆糊就是在面粉中加入椒汁、藜芦、
藿香和楮树叶等天然药物，使之具有防蠹作用。

“曝书”也是古代的藏书制度之一，晾晒并翻检是文献防尘防
蠹的有效方法。曝书可以上溯到西周，至唐宋之际公私藏书晾晒
活动已蔚然成风，并形成了严密的制度。梁鼎芬《书藏四约》中对
于曝书有着详细规定，即“每楼一层，置长木桌四张，为检书晒书
之用”，“每年按季晒书一次”“晒书要择晴日无风，要按次布晒，收
时勿乱，要两面翻晒，晒凉透后，方可收回”。其实曝书在具体的
操作过程中有许多的讲究，必须考虑季节及南北气候的差异，因
时因地而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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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书皮已经成为眼下开学必打
卡的一项“仪式”，也是陪伴每一代
人从小到大学习生涯的必做事项。

包书皮，就是将书的封面和封
底包裹起来以保护书籍，这种护书
方式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在古
代，书籍十分珍贵，有的读书人会给
书裹上“保护层”，材料通常为布、皮
革或材质较粗糙的纸张等。

在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古代，虽然古人对待藏书
十分珍视，但火灾、水患和虫蛀等仍然吞噬了大量的
古籍。

古代保护古籍的方法多数都是重在预防，主要从
建筑防护、古籍制作材料和古籍管理等几个方面着
手，同时结合施药和晾晒等防治结合的措施，对藏书
进行严格管理。

“穿”书衣
需过硬装订技术

包书纸
“印”着时代痕迹

古代藏书建筑在选址上非常讲究。总体而言，从防潮、防
火、防尘等角度考虑，古代藏书建筑大多选择地势高且周围有
水域围绕但又比较干燥的地方，建筑多为宽敞的高楼，周围有
高墙且要远离日常居所。

古代藏书建筑的样式主要有石室和藏书阁两种。石室是
一种人工建造的石结构藏书室，不仅通风除湿，而且防火防
盗。石室藏书的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直到清代依然
沿袭。东汉曹曾的“曹氏书仓”和敦煌石室都是非常著名的例
子。随着木质建筑的盛行，木楼藏书的传统开始兴盛起来，藏
书阁逐渐取代石室，成为藏书建筑的主要样式。藏书阁的样
式美观别致，而且其间架结构宽敞通风，防潮防晒效果显著，
因而广受古代藏书家的青睐，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就是木楼藏
书的典范。

防火防盗，藏书楼选址非常讲究

用椒汁浸纸防虫，想把虫儿辣跑？

“书香”到底是种什么香？

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包书纸开始
在我国流行起来，不少厂家专门生产包书
纸销售，甚至在包装袋上刊印包书纸的广
告：“各项书籍，朝夕攻读，苟不保护，则易
沾尘埃，而损美观。此包书纸之所以为莘
莘学子之良伴，因任何书籍，一经用此纸
保护，可保长久整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上海等地
的文具商行印制了多款以“米老鼠”为主
题的包书纸，颇受消费者欢迎。当时，“米
老鼠”这一动画形象刚诞生不久，这类包
书纸显得潮流又时尚。此外，这一时期的
包书纸，还会印上风景图案、人物图案、动
物图案，每一款都有其特点。

不同年代的包书纸，往往会在图案、文
字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带有一定的时代特
征。20世纪60年代，交响乐《沙家浜》轰动一
时，那时就有纸品厂制作了印有“交响乐、沙
家浜”字样及奏乐图案的包书纸。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连续剧《雪山
飞狐》风靡一时，纸品厂也紧跟时代
潮流，印制了“雪山飞狐”主题的包
书纸，画面呈现了剧中主角胡斐舞
刀的场景。诸如此类，包书
纸品种不少。

如今，市面上
的成品包书材料
很多，这些制作好
的包书纸（材
质 不 限 于
纸）往往是为
课本“量身定
制”的，只要选对
了款式，只需将书
本封面与封底插入
夹层，包书皮这项工
作就算完成了。有些
包书纸有点像手机贴膜，是透明的，直接
粘贴在书本上即可，方便快捷。

无论什么年代，人们包书皮，均是
一种爱书之举。从古代用兽皮、布匹、
笺纸包书，到近现代用旧报纸、挂历、牛
皮纸包书，再到如今使用印有卡通图案
的成品包书纸、包书壳包书，只要我们
有爱书籍、爱学习的心境，包书的乐趣
就不会减少。

古书流传不易，保存下来
的珍本，在历史上多为藏书家
视若拱璧。得到珍贵书籍后，
藏书者往往会“包书皮”，以避
免书籍在翻阅过程中遭磨损、
浸染。

古人称书皮为书衣、书面，
包裹、装订书衣，就是古代的

“包书皮”。清代藏书家孙从添
所著的《藏书纪要》记载：“书面
用宋笺者，亦有用墨笺洒金书
面者……至明人收藏书籍，讲究
装订者少，总用棉料古色纸，书
面表纸用川连者多。钱遵王述
古堂装订，书面用自造五色笺
纸，或用洋笺书面，虽装订华美，
却未尽善。不若毛斧季（明末著
名藏书家）汲古阁装订书面用宋
笺、藏经纸、宣德纸，染雅色。自
制古色纸更佳。至于松江黄绿
笺纸面，再加常锦套，金笺贴签
最俗。”明清时期，“书皮”种类较
多，且有优劣雅俗之分。

古代书籍尚不普及，纸张
成本较为昂贵，因而“包书皮”
一般为专业人士所为。《藏书纪
要》记述明代汲古阁用宋笺、藏
经纸、宣德纸装订书面，这些包
书材料也并非老百姓家中寻常
可见之物。

古代藏书者给珍贵书籍
“穿”书衣，需要有过硬的装订
技术，并非如今包书皮那么容
易上手。清代叶德辉在《藏书
十约》云：“书不装潢，则破叶断
线，触手可厌。余每得一书，即
付匠人装饰。今日得之，今日
装之，则不至积久意懒，听其丛
乱。装订不在华丽，但取坚致
整齐。面纸以细纹宣纸染古铜
色，内裱以云南薄皮纸，钉时书
面内衬以单宣或汀贡，汀州所
造竹料厚者。”由此可知，装饰
书籍包括“包书皮”，很多时候
得交给专业匠人，书面用纸颇
为讲究，叶德辉“包书皮”使用
了多种纸张，其中就有汀州（今
福建长汀）厚竹造纸。

为了包书，古人有时甚至
不惜花重金。宋拓宋装本
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
今藏于上海图书馆，此珍
本先有宋代缂丝作书
衣，明代又加上提花缎
函套，再后来，清末民初
收藏家龚心钊更是请来
著名匠人装潢，甚至使
用鹿皮作书衣。以鹿皮
包书，堪称大手笔。

早在简帛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杀青、涂液、赘简等方法来
帮助古籍避蠹防蛀。杀青是把新竹中的汁液放在火上烤干。
涂液则是在竹木简上涂上一种特殊的液体。赘简就是在正文
前附加一两枚空白简以保护正文。

到了纸质文献时代，古人使用的都是用麻、藤、竹、稻草、树
皮等植物纤维制造的纸张，这种植物纤维纸有很长的寿命。人
们还用黄纸、椒纸和万年红纸等各种防蛀加工纸来保护典籍。

黄纸是通过“染潢”将纸张染成黄颜色而得到的。范文澜
在其《中国通史》中指出：“在纸上涂黄色防蠹药物称为黄纸。”
北魏时期染潢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到了唐代以后黄檗汁染纸
避蠹的方法在民间已经非常普遍了。硬黄更是唐代黄纸中的
精品，防蠹、防潮、防朽效果显著。当时多用硬黄纸写经，如

敦煌经卷，故能保持千余年依然完好。
古人还用花椒、胡椒、老椒等溶液将

纸张染渍制作“椒纸”。由于浸染椒纸的
各种椒类含有具备防虫杀虫效果的化学
成分，因而椒纸避蠹性能良好。现存南
宋刻本《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是南京
大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为南宋

理学家吕祖谦撰写，宋版建阳书坊刻本。800
多年来，它从来没有被虫蛀，这是因为纸张用了
椒汁浸染，可以防虫。

但由于制作工艺繁复，椒纸的数量也非常
有限，在当时主要是为皇家藏书所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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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米老鼠”主题包书纸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为避免书籍在收藏、翻
阅的过程中遭到损毁，古人
会制作函套保护书籍

宋刻本《名公增修标注南
史详节》，因纸张用椒汁浸染
过，800多年来它从未被虫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