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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历史文献档案纸张的纸性分析 

及修复用纸的选用

达�珍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护技术处，西藏拉萨，850033）

摘要�西藏历史文献档案浩如烟海，种类繁多，其中绝大多数是藏文文献档案，其载体纸张是藏

纸。藏纸是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手工纸。为了提高以藏纸为载体的历史文献档案修复质量，本文通

过对藏文历史文献档案常见载体纸张的纸性进行分析研究，并与内地历史文献档案常用修复纸张进

行比较的基础上，总结过往修复经验，从而为选配最适合的纸张进行修复提供有益的指导。

关键词�藏文历史文献档案�修复用纸�选配

西藏自治区馆藏档案291个全宗，馆藏档案332.29万卷（册、件）。档案资料文字以藏文为主，

还有汉、蒙古、满、回、梵、尼、英、俄等20余种文字，载体有木质、骨质、纸质、叶质、金石以及

帛等，部分珍本典籍用金、银、翡翠、珍珠、珊瑚、朱砂等研磨调制后书写。藏文历史文献档案浩如

烟海，种类繁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有自元代以来的300多万卷历史文献档案，以文种较多，有

20多种文种，以内容丰富、载体形式多样著称业界，规格上大到336m长，小到几厘米。在这些多样的

档案载体中，数量最多的还是各类藏纸，约占90%。这些馆藏藏文历史文献档案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

的元朝，并历经明、清、民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时间跨度长达700多年。由于绝大部分馆藏藏文历

史文献档案是1959年中央从原西藏地方政府机构和拉萨地区的部分贵族府邸僧俗官员、寺庙拉章以及

上层喇嘛等处征集、接管来的。许多文献档案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酸化老化、受潮粘连、鼠啮虫蛀、撕

裂缺损、火焚烬毁等，需要进行修复；对后期陆续收集的、散落的一些文献古籍档案也需要进行修复

和归类整理。这些藏文文献档案的载体绝大多数是纸张，尤其是以藏纸为主。藏纸作为独具地方特色

的手工纸，其纸性独特有别于其他手工纸。为了提高以藏纸为载体历史文献档案修复质量，我们有必

要对这些历史文献档案常见载体纸张的纸性进行分析研究，从而选配最适合的纸张进行修复。

1�藏文历史文献档案载体纸张的特性

藏纸制作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7世纪的吐蕃时期就已经掌握了造纸技术。据《中华造纸2000

年》载：“吐蕃于公元650年开始生产纸张。7世纪中叶，逻些（今拉萨）成为吐蕃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自然也成为最需要纸张的地方。”
［1］
近代随着社会对纸品的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西藏造纸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BTQ036）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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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从西藏东部的西康往西南延及贡布、塔布、珞隅、门隅，再到前藏的拉萨、尼木、墨竹工

卡，以及后藏的日喀则、江孜、南木林、聂拉木、昂仁等地，几乎遍布全藏区，呈现出“多地开花，

一派繁荣”的景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纸文化。由于西藏各地选用造纸原料不尽相同，因而各地的

造纸工序也有所不同；由于产地制作工艺、原材料等的不同，其纸性也不尽相同，其用途也有所不

同。从各地藏纸的应用情况看，基本上是根据纸张的不同纸性，有选择性地应用于不同的文种和级

别。年代比较久远的档案，如元代的“薛禅皇帝颁给拉洁僧格贝的圣旨”“也孙铁木儿皇帝颁给类乌

齐等和尚们的圣旨”“贡嘎罗追坚赞桑布帝师法旨”等，都是用最上品的藏纸书写，至今完好地保存

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再如，噶厦、译仓、孜康等旧西藏地方政府的各大小机关的普通公文，多采用

一般的尼木藏纸等。常见的藏文历史文献档案载体纸张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金东纸（ ）

金东纸产于金东即今西藏林芝朗县金东区，其主要原材料为瑞香科灌木枝条。旧时原西藏地方

政府在金东设立了造纸坊制作藏纸。金东造纸坊属官方造纸坊，分为上下两个造纸场，西日卡上造

纸场生产的纸张质量佳，为旧西藏地方政府官方公文用纸，属藏纸中的上品，所以一般用于书写达

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及噶厦摄政王等呈皇帝的奏文，噶厦政府译仓和噶厦机关重要呈文、禁令、告示

等；现在保存的许多公文档案载体纸张就是这种金东纸。下造纸场规模小于西日卡上造纸厂，但其

造纸工艺更为复杂，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座纸币造纸坊，所产藏纸主要用于印制藏钞。金东纸品质轻

柔白、抗折耐拉、富有弹性、两面光滑，纸地厚薄均匀，可算是藏纸中的上上品。

1.2�塔布纸（ ）

塔布纸产自金东以西塔布即今西藏林芝加查县。其主要原材料与金东纸类似，为瑞香科灌木枝

条，其辅料为瑞香狼毒等。旧时塔布纸的造纸坊为地方或民间办的造纸场，规模较小且纸品略逊于

金东纸，主要用于书写旧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机关给达赖喇嘛和摄政王等的报告，一些重要公文、禁

令、告示等，此外还用于印制经书。现今收藏的许多公文、经书属此种纸。塔布纸厚薄适度、纸面

平整、柔软而有韧性。

1.3�尼木纸（ ）

尼木纸产自尼木县塔荣乡雪拉村，又因其制作原材料选用了瑞香科狼毒草的根肉。因其具有一

定的毒性，又称毒纸。尼木纸分为上品纸和普通纸，尼木上品纸主要用于书写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噶

厦译仓、孜康等各大小机关的普通公文；尼木上品纸在地方公文用纸中的所占比例较大。尼木普通

纸主要用于印制经书，或者普通民众作为书写纸。尼木纸的纸性柔软，纸张纤维较长，抗拉力性能

较好，具有防鼠虫齿啮的功能。纸张两面均较光滑，适合两面书写。

1.4�昂仁纸（ ）

昂仁纸又称堆纸，产自今昂仁县境内。堆纸中上乘品质的纸与塔布纸略为相似，主要用于班禅

堪布厅公文用纸。其造纸工艺较为粗糙，纸张纤维粗细不匀，纸的表面一侧较平滑，而另一侧较为

粗糙，纸色略呈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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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察隅纸（ ）

察隅纸产自今察隅县境内。旧时西藏地方政府孜康、拉恰等机关的凭证、记录、备忘录、账目

和手抄经卷一般多用该纸书写。察隅纸的纸品杂质略少，纸张很厚，表面平展，用肉眼即能看出纸

张的纹路，较为适合加工成册后书写文字。

此外还有产自林芝的雪纸（ ）、产自后藏的藏纸（ ）和德格地区的藏纸，以及产自

不丹（ ）、尼泊尔（ ）的藏纸等，主要原料也多为瑞香科狼毒草，主要用于一般经卷的

印刷。

1.6�粘连纸（ ）

粘连纸属于加工纸，在西藏主要有蓝靛纸、黑纸和加厚印经纸之分。

蓝靛纸又称磁青纸（ ），该纸是将几张上乘藏纸黏合在一起并涂布藏青（石青）矿物

颜料，再经过砑光而成。纸质厚而硬，纸面平整而且光滑，纸色以青色和蓝色为主。蓝靛纸经书

之所以价格昂贵是因为不仅制作工序复杂，还配以金、银、珍珠、玉、珊瑚等贵重材料研磨成汁

后进行书写。据传，吐蕃时期赞普书写令文和告示等都使用该纸。现今所见的一些珍贵佛典，如

13世纪时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文字均以金粉书写在蓝靛纸上，至今这种经书完好

无损地保存在许多寺庙中。古时的“兵册”等也选用磁青纸，配以金粉、银粉研磨成汁后进行书

写，显得尤为华美贵重。

黑纸（ ）在中原内地蓝色为底的称为磁青纸，黑色为底的称为羊脑笺。在西藏也有类似

羊脑笺的黑纸，这种纸的加工方式类似于蓝靛纸，只是纸面所涂布的颜料有所不同，主要用藏墨进

行浸染或涂布，且工序也十分复杂，纸张黏合、涂布完成后与蓝靛纸的制作工艺类似，需用天然九

眼石或海螺等进行抛光，即砑光。

加厚印经纸（ ）主要用于重要的典藏经书的手工书写；加厚印经纸也是将几张藏纸黏合

在一起，纸质厚而平整，纸面经砑光后较为光滑且易于书写，一般用黑墨或朱砂等一些特殊墨汁进

行书写。

2�藏文历史文献档案修复选用的纸张种类

通常修复历史文献档案需要使用的纸张几十种，但就其用途来说主要包括四大类，即修复用

纸、加固用纸、吸水撤潮用纸和书皮用纸［2］。目前我国修复历史文献档案使用的纸张大致分为麻

纸、皮纸、藤纸、竹纸、宣纸五大类。麻纸是以黄麻、布头、破履为主原料生产的强韧纸张。麻纸

的特点是纤维长，纸浆粗（纸表有小疙瘩），纸质坚韧，虽历经千余年也不易变脆、变色；外观有

粗细厚薄之分，又有“白麻纸”“黄麻纸”之别。皮纸是以树木韧皮纤维为原料制作的纸张，一般

来说皮纸包括构皮纸、桑皮纸、雁皮纸、三桠皮纸（又称山棉皮）、柳构皮纸等，藏纸便属此类。

此类纸的原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桑科植物构树、楮树、桑树；另一类是瑞香科植物瑞香、结香、

滇结香、荛花、狼毒草等。藤纸是以藤类植物的韧皮为原料制作的纸张，主要有葛藤、紫藤、黄藤

等。竹纸是以竹子为原料制作的纸张。主要原料为毛竹，此外还有苦竹、绿竹、慈竹、黄竹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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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种类繁多，常见的有毛边纸、毛太纸、元书纸、玉扣纸、连史纸，传统的富阳宣和夹江宣纸也属

竹纸。

修复藏文历史文献档案除选用麻纸、皮纸和竹纸外，最常用的是上乘安徽宣纸。安徽宣纸严格

意义上讲属于皮纸，主要产于安徽泾县，是中国古代用于书写和绘画的纸。宣纸具有“韧而能润、

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等特点，并有独特的渗透、润滑性能。写

字则骨神兼备，作画则神采飞扬，成为最能体现中国艺术风格的书画纸，再加上耐老化、不变色、

少虫蛀、寿命长，故有“纸中之王、千年寿纸”的誉称。因此，历史文献档案多选用安徽宣纸作为

修复用纸。

除选用内地手工纸之外，我们还选用了各类藏纸作为修复用纸。这些用于修复的藏纸主要来自

收藏的旧纸和修复过程中产生的旧废纸。随着时代的变迁，旧纸的储量越来越少，而且旧纸的重要

性也越来越强，这给纸质文物的修复带来了困难
［3］
。定制的纸张以古纸为样本，在古代造纸原产

地选择生产厂家，采用传统手工纸生产工艺，在修复中效果较好。西藏档案馆用于修复历史文献档

案的修复用定制纸张主要来自恢复生产的尼木县塔荣乡雪拉村传统造纸作坊。目前生产的尼木雪拉

藏纸原料与传统尼木藏纸原料一致，均采用瑞香狼毒作为原料经手工浇造而成。恢复生产的尼木藏

纸纤维细长、抗压抗折、耐拉而富有弹性，还具有防虫鼠齿啮的作用，已成为西藏档案馆藏纸历史

文献档案和古籍的最佳修复用纸。

3�藏纸和内地修复用纸的纸性比较及选配

在修复纸质载体的历史文献档案时，修复用纸的选用是极为重要的，是修复的关键所在。破

损历史文献档案文献修复质量的好坏、修复技术的高低是一个方面，修复用纸是否选用适当也是

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破旧不堪的古书，经过修补加工以后，能够成为“整旧如新”的书，但如

果为了保持原来的面貌，也能使其“整旧如旧”。这里的奥妙就是纸张配备得恰当。如果纸张配

备不恰当，反而会把古书修坏［4］。在“整旧如旧”原则的指导下进行配纸，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复

原了古籍原有的面貌，同时也尊重了历史，尊重了自己，尊重了后世，可谓善莫大焉［5］。因此在

修复工作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熟悉和辨别古代刻印书籍的用纸是做好配纸工作的

基本功
［6］
。

内地传统手工纸不仅作为历史上书写、印刷的主要载体，承载着中华5000年的文明历史，更

是今天修复历史文献档案、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最佳材料［7］。西藏档案馆最初是严格按照内地历

史文献档案修复方式选用了内地档案部门修复所常用的麻纸、皮纸和竹纸，尤其是倾向于选择上乘

的安徽宣纸作为修复用纸，后期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选用各类藏纸作为修复用纸。我

们在修复藏文文献档案时选用藏纸作为修复用纸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所接触到的藏文历史文献档案绝

大部分载体是藏纸，由于制作藏纸原料和制作工艺与内地传统手工纸的造纸原料及造纸工艺有较大

的差别，从而造成了这两种纸的纸性也有较大的不同。与内地历史文献档案修复用安徽宣纸等进行

比较，藏纸纤维粗长而富有韧性，柔软而耐折抗压，耐水耐浸湿，墨迹不宜在水中浸润扩散，耐老

化，寿命长，更能适应西藏特殊的气候环境。在选用安徽宣纸进行修复的实践过程中，发现用这种

方法修复出来的以藏纸为载体的历史文献档案经常出现崩裂、卷曲等现象，虽经多次重复改进试

验，但效果甚微；后来我们分析其原因得出的结论是修复用纸的纸性不同导致的，加之西藏气候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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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干燥更加剧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宣纸等内地手工纸生产环境潮湿，在干燥环境下纸张伸缩幅度较

大，与原载体藏纸的伸缩率不同而出现崩裂、卷曲等现象。所以在修复技术方面必须有别于内地历

史文献档案的传统修复方式，特别是在修复用纸选材方面，以选择西藏原产的藏纸为宜。同样是藏

纸，由于产地和用料的不同，在选择时也必须注意几个问题：

一是必须根据被修复文献档案的载体纸张，选择与之相同或相近的纸张，若能使用同一产地的

纸张更好。

在修复一般的历史文献档案时，我们多选用产自尼木的雪拉藏纸，由于其纸性和多数历史公文

用纸的纸性一致，具有抗折耐拉、富有弹性、久藏不坏、纤维长、耐水而不易变脆等很多优点。因

而修复效果颇佳，未发现崩裂和卷曲等现象。特别是在新技术条件下，我们运用纸浆补洞机进行历

史文献档案的修复时，手撕的藏纸打成纸浆的优势尤其明显，档案修复效果极好。

二是必须考虑修复用纸的酸度。

传统的修复技术考虑更多的是纸张的柔软、韧性、纤维长短等因素，而对纸张酸度的考虑并

不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对纸张的认识逐步加深，纸张酸性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纸张的寿

命，纸张酸性问题逐步凸显。纸张的酸性pH越低，纤维素酸催化水解速率也就越快，纸张的耐久

性也就越差；而中性纸和碱性纸就不存在酸催化水解现象，耐久性优于酸性纸；但纸张的老化是不

会停止的，其主要是自动氧化反应造成的。从目前我国国内和国际有关耐久性的纸张标准来看，虽

然pH标准值范围不完全一致，但其值也基本处于7～10范围内。

目前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传统手工纸的酸度很弱，适合作为修复用纸，其实不然。我们曾对原

西藏地方政府时期生产的藏纸及现代恢复生产的部分藏纸的酸度进行了专业的测试，发现不同产地

的藏纸，酸度的强弱有所不同，有些酸性甚至较强，不适合用于档案的修复。虽然古旧藏纸的保存

年代已久远，我们委托检测的纸样大多具有300多年的历史，但是pH检测发现除个别纸样酸性较大

外，大部分古旧纸张均属于中性纸，这也体现了藏纸的一个优点，适合作为修复用纸。表1是我们

委托检测的一组古旧藏纸与现代纸张的酸性对比表，以供选用时参考。

表1�古旧藏纸与现代纸张的酸性对比表

纸张种类 pH检测值 纸张种类 pH检测值

古纸

察隅纸 6.7

现代纸

现代尼木纸样1 6.1

林芝（达布）纸 6.5 现代彩泉福利厂纸样1 6.8

昂仁纸 6.3 现代尼木纸样2 6.3

尼木纸 6.2 现代彩泉福利厂纸样2 6.7

金东纸 6.3 复印纸 8.7

珞巴纸 7.8 滤纸 7.7

达布纸 6.2 报纸 7.6

古纸（薄） 6.6 牛皮纸 5.7

古纸（厚） 6.6

��注：检测的样纸中除现代尼木纸样1和2还有现代彩泉福利厂纸样1和2之外，其余的纸样均为原西藏地方政府时期生产的藏

纸。达布纸又称塔布纸。

由上面可以看出， 无论是作为内地历史文献档案修复材料的宣纸、竹纸等纸张，还是作为西

藏藏文文献档案的最佳修复用纸的藏纸，都有着各自特殊的选配价值。但在具体选用的过程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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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盲目地照搬某一个地方的经验，必须结合修复工作的实际效果合理

选用，只有这样，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修复技艺才能够真正发扬光大。

参 考 文 献

［ 1 ］  杨润平．中华造纸2000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 2 ］  张平，田周玲．古籍修复用纸谈［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2，（2）：106-112．

［ 3 ］  张平，吴澍时．古籍修复案例述评［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 4 ］  刘晓东，刘琦，郭玉清．对医学古籍修复中配纸问题的几点认识［J］．医药产业资讯，2005，2（18）：88-89．

［ 5 ］  郑冬青，张金萍，何子晨，等．古代纸质文物修复用纸的研究［J］．中国造纸，2013，32（7）：71-73．

［ 6 ］  张美芳．历史档案及古籍修复用手工纸的选择［J］．档案学通讯，2014，（2）：75-80．

［ 7 ］  王珊，顾苏宁，严文英，等．清代吴煦档案纸张调查和修复用纸的思考［J］．中国文化科学研究，2016，（1）：7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