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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让尘封档案“活”起来
档案修复师：板凳坐得十年冷，每片碎屑都认真对待

文/片 记者 乔显佳

档案修复门槛不高
想干好却很难

在山东省档案馆，其中一间
修复室内，五六名工作人员正在
埋头干活，他们小心翼翼地摆弄
着面前的纸质档案，严格按修复
规程操作。每一步，都被桌上的摄
录设备捕捉，将影像存档。

而在另外一间修复室，来自
东营、德州的两位年轻的档案修
复师，正在省档案馆修复业务高
手的指导下，“干中训，训中干”。
两位本身都有一定的档案修复功
底，待修裱功夫练得更加过硬后，
回当地传帮带，担起一方的档案
遗产保护修复工作。

1977年出生的明继国，是二
人的老师，指导修复一些民国档
案、革命历史档案、明清古籍……
这里的档案资料内容之多、之杂
令人开眼，如清光绪年间的《三字
经》、更早些的《百家姓》……作为
目前省档案馆最好的档案修复师
之一，记者采访中意外得知，明继
国竟是从野战部队转业来此，因
为工作的需要，在档案修复师的
岗位上一干12年，并深深爱上这
份工作。

档案材料修复，在明继国眼中
属于“易学难精”，入手的门槛并不
高，要干好则很难。因为要“坐冷板
凳”，很多年轻人沉不住气，感觉个
人成长周期漫长而放弃。

明继国做了12年后，早已变
成能手，还感受到自己身上有一
份传承的责任。对档案资料来说，
一方面给现在的人查看，而更重
要的是给后人看。相比它的生命
周期，修复师只是过手。从中，明
继国能看到前辈修复师的工作，
既有几十年前的同行，也有几百
年前的同行。

我国古代的档案修复师一般
不留名，在他们维护的档案中没
有记录，技术传承则主要靠师父
带弟子。明继国有时候会在心里
评判一下前辈——— 活儿干得精不
精、细不细。在修复之前和过程
中，他也会留心档案的内容，进行
必要的考察。他很有感触地说，档

案材料不研究就是普通的纸，而
一旦把它研究透了，心中会生出
一种敬畏心，被其中某种浓烈的
情感所包围。比如一张“官契纸”，
实际是古代的房地产交易，上面
有清“嘉庆十六年孝义县”满汉两
种文字的官印，有“清丈局”公章，
还有民间百姓签字画押的文书。
其中渗透着一个家族的兴衰以及
家庭的悲欢离合。看懂了，就知道
它的分量和价值了。

在档案修复师岗位上一干就
是12年的明继国坦言，自己从档
案中学到很多东西，和这一行算
是有缘。早在野战部队带兵时，他
就要求自己，“革命战士是一块
砖，哪儿需要哪儿搬”。转业与档
案结缘后，下定决心要干一行、爱
一行、干好一行。

每天，档案修复师上班之后，
先动手打浆糊。然后，调档案、消
毒、杀虫、拆卷，将有针脚的档案
材料一一拆开，准备修裱。有的档
案已经碎成片，譬如从沂水县档
案馆移交来的一份档案，是从老
房子中扒出来的，有的纸张边缘
已经变成粉末。即便如此，明继国
从不怀疑每一份档案的修复意义
和价值，总是用最饱满的热情，一
心将其修好，为子孙后代留存。

档案修裱考验耐心
有时花好几天修一页

每次修裱，需先做好修复方
案；在此基础上，还要配置材料，
修复师需耐心地找寻到与档案材

料颜色、厚度相近，甚至纹理尽量
一致的材料，如此修裱的效果才
会好。

缺的补，裂的连，脏的去污，
脆的加固……然后，上墙、压平、
裁边等，一套手续下来，最后复原
装订。每一片小碎屑，也都捡起
来，尽力保全承载的历史信息。对
于有些残片的缺失，他会细心地
注明，待找到之后补上。到那时，
犹如破镜重圆，心中别有一分成
就感。

这是一项考验耐心和手艺的
活儿。据介绍，平均下来，普通的
档案修裱一天能修20页。难度大
的一天修裱1-2页，处理一些损坏
严重的档案，甚至还有花几天修
一页的情况。

中央档案馆资深修复师刘小
敏，是明继国的老师。已退休的
他，干了一辈子档案修裱，很多皇
家档案，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手迹等珍贵档案，都曾经他手修
裱。他属于典型的“得一事终一
生”的人，让明继国受启发很大。
为了练好档案修裱，他曾经花光
每月工资，自费购买一些古籍练
手。不想竟“无心插柳柳成荫”，收
到的《春秋列国图说》、康熙版《渊
鉴类函》，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在明继国看来，板凳没有“冷
热”之别，就看喜不喜欢，喜欢就
不存在“冷板凳”，照样出成绩。靠
着一份坚持，他获得了山东省技
术能手、全国青年档案业务骨干
等荣誉称号，还成为中央档案保
护技术委员会委员。

据山东省档案馆档案保护处
副处长王茂伟介绍，眼下该馆与
明继国水平相当的还有不少人，
全馆13个处室，每个处室都有档
案修复的好手。

山东省档案馆连续三年举办
档案修裱培训班，全省前后参加
过竞赛和培训的有五六百人，通
过小班制“档案修裱技术提升培
训班”“播种计划”，以点带面，不
断带动全省档案修裱技术的全面
发展。经过该馆集中培训的修复
师，回去就能在当地讲课，发表档
案修复研究文章，主持本馆的修
复工作。一支有生气、有力量的全
省档案保护修复人才队伍，正在
培训形成。

文/片 记者 晋森
见习记者 安秀涵

初二时患病
妈妈背他10年求学

6月8日，在曲阜城区的
一个普通小区内，闲暇时的
魏羽纶在网上和来自
全国的选手对弈。由于
长期坐在轮椅上，魏羽
纶显得比同龄人消瘦
许多，但是精神状态很
好，尤其聊起围棋来更
显得神采奕奕。也许是
围棋的缘故，沉稳的性
格和有条不紊的谈吐，
让他看起来有着和年
龄不相称的成熟。

“一次很偶然的
机会，我听了一堂围
棋公开课，从此就喜
欢上了围棋。”魏羽纶
谈起和围棋结缘的经
历始终保持微笑。他
从7岁到初二，围棋作
为一种兴趣而学习，
这期间相继参加了各
种围棋比赛，曾经拿
到过曲阜精英围棋比
赛的第一名。

“都是和普通人
一起比赛，我照样能拿
到好名次。”谈起这些，
魏羽纶散发着一种自
信，“我觉得现在围棋
已成为人生的一部分
了。因为我行动起来费
力，围棋是一种脑力劳
动，这个项目正好弥补了我
体力上的不足”。

其实在初二之前，魏羽
纶和其他的孩子一样能够正
常走路。但从初二开始，由于
肌肉萎缩导致腿没有力气，
逐渐只能依靠轮椅而活动。

“那时，老师告诉我儿子
上楼没劲，让我去看看怎么
回事。这时候，我们才发现他
患有这个疾病。”妈妈孔庆华
说，此后，她逐渐成为儿子的

“腿”。由于住在四楼，妈妈背
着小羽纶上上下下，风雨无
阻送去学校，带着他走过了
这近10年的春秋。

3年前，魏羽纶坐在轮椅
上参加了高考，取得了535分
的成绩。由于腿脚不方便，魏
羽纶选择在家门口上大学。

不管魏羽纶，还是爸爸
魏黎明和妈妈孔庆华，在采
访过程中，一家人始终面带
微笑，积极向上，充满乐观。

选手频点赞
学业围棋两不误

在5月25日至29日
举办的2023年全国残
疾人围棋项目推广活
动中，魏羽纶和来自全
国的围棋选手一起比
赛。来自青海的选手得
知魏羽纶还是一名大
学生时，竖起大拇指称
赞他做到了学业和下
棋两不误。因为到这个
级别的棋手大部分时
间都用来增进棋艺了，
像他这样学业、棋艺兼
顾的不多。

“我认为围棋给孩
子带来的最大变化是
增进了他的勇气，保持
了一种乐观的精神。”
魏黎明表示，也许是下
围棋的影响，孩子练成
了沉稳的性格，以及能
够审时度势的态度。孩
子特别喜欢阅读历史
方面的书籍。

济宁市残联工作
人员袁媛带队参加了
本次比赛，她对魏羽纶
的感觉是非常沉稳，整

个比赛下来，只在最后对战
一位全国著名选手时，下了
一步棋后微微皱了一下眉
头，其余的时间都是波澜不
惊，心静如水。

目前，魏羽纶也在各
级残联的帮助下，在身体
条件允许后，积极参加各
种围棋比赛，争取再获得
更多围棋大赛的名次，展
现当代残疾人自强不息的
精神风貌。

档案是历史的印记，也是文
脉的传承。一份档案的损毁，往
往也意味着一段历史的尘封和
湮灭。有一群人，专门从事着档
案修复的工作，他们甘坐“冷板
凳”，用他们的巧手和“十八般武
艺”，修复着残破的档案，让那些
被历史尘封的记忆“重见天日”，
他们就是档案修复师。

6月9日，是第16个“国际档
案日”，在山东省档案馆，记者就
采访到了这群档案修复师，看他
们如何用坚守与执着，守护着那
些珍贵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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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年全国残疾人围棋项目推广活动中，来自济
宁的魏羽纶勇夺第一名。他因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只
能长时间坐在轮椅上。乐观的魏羽纶在围棋中发现了快
乐和感悟，凭借坚韧不拔的性格，他既赢得好名次又赢得
选手的点赞。如今他还有更高的目标，参加更多的围棋大
赛，继续提高段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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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奕奕。

档案修复考验耐心和手艺，一些损坏严重的档案要花几天才能修好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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