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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馆，偌大的工

作区里，“古籍医生”丁峰正在专心修复泛

黄脆化的书页。只见他微蹙双眉、屏息凝

神，在“古籍手术台”前埋头伏案，用镊子

小心修补着古籍细碎的缺口。

“90 后”丁峰是南京图书馆的一名古籍

修复师。自大学毕业以来，他潜心研究古籍

修复技术，勤学苦练修复技艺。如今，他凭

借一双妙手，让残损的古籍典册重现真容，

让沉睡的历史再现光彩。

保持热爱专注学习

从小对考古感兴趣的丁峰，大学期间就

选择了古典文献专业。随着学习不断深入，

他在接触古籍修复技艺后，被其穿越时空的

魅力深深吸引，立志要从事这一行业。

古籍典册凝结着先人的心血与智慧，蕴

藏着中华千年文脉。它们既珍贵，又脆弱。

由于日久年深，不少古籍经受了虫蛀、酸

化、霉烂、水渍、灼烧等多种伤害，有的已

经泛黄发黑，有的板结如砖，还有的薄如蝉

翼，修复的难度很大。丁峰说，每次面对古

籍的各类“疑难杂症”，他都会感到兴奋不

已，想方设法去攻克难关。

丁峰介绍，拿到一本古籍，首先要了解

它的纸张材质和破损程度，接下来要进行拆

线、编码、配纸、修补、压实、装订等，整

个修复过程通常包含数十道工序。根据损坏

程度，一本古籍的修复时间少则几周、多则

一年，修复的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我刚入门时，师傅没有安排我立即上

手修书，而是让我从学习湿补技术开始。”

丁峰说，手上力度稍微重一点，就可能把被

水喷湿的古书书页戳烂，必须全神贯注，控

制好力度。

丁峰把握每一次练手机会，下手越来越

谨慎，将每道工序烂熟于心，古籍修复技艺

快速提升。他逐渐认识到，古籍修复不仅需

要具备专业技术，还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功

底。为进一步做好修复工作，丁峰从南京图

书馆借阅文史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古汉

语、文史、艺术审美、古籍版本、古籍保护

等方面知识，为修复古籍打下坚实基础。

多年来，丁峰将热爱融入事业，不断加

强古籍修复相关知识的积累。如今，他已成

为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的“主力队员”。“每

当看到一张张破损的纸张恢复成完整的古

籍，我都感到十分欣慰，也更加坚信自己的

坚守与努力是值得的。”丁峰说。

勤于实践练就技艺

走进古籍修复馆的纸库，麻纸、竹纸、

皮纸、混料纸等近 80 种纸张整齐码放，丁

峰如数家珍地介绍起不同类型纸张的不同特

质。如今，对于这些种类繁多、质地相近的

纸张，丁峰扯扯纸张、触摸听声，就能快速

找到所需的纸型。这些都得益于他从实践中

积累的丰富经验。

古籍修复行业是偏重实践的行业，娴

熟的修复技术是高质量完成修复任务的基

础 和 保 证 。 丁 峰 告 诉 记 者 ， 从 为 古 籍 定

损、测酸碱度、测量纸张厚度，到配纸、

拆页、修补书叶，再到喷平压实、裁切折

页、捶平装订，修复古籍的操作流程涉及

20 多道工序。尽管随着科技发展，纸张纤

维检测仪、纸张拉力检测仪等现代工具给

予 古 籍 修 复 工 作 许 多 帮 助 ， 但 配 纸 、 拆

页、修补等大部分工序，依然只能依靠手

工完成。

10 多年来，丁峰始终坚持修旧如旧原

则，力求在修补破损的基础上，最大限度还

原古籍本身的风貌。

“在古籍修复的纸张修补环节，修补纸

要与待修古籍的纸张在原料、颜色、质地、

帘纹、薄厚等方面接近，如果选不到合适的

纸张，就必须自己染纸。”丁峰说，他曾用

蒸煮茶叶水等天然原料完成 10 多次浸染，

才染制出颜色合适的修补纸。

2018 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

心开展了一批珍贵古籍修复项目，丁峰接

到 修 复 元 代 医 书 《永 类 钤 方》 的 任 务 。

“ 《永 类 钤 方》 距 今 已 有 近 700 年 历 史 ，

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我们需要在前人修

复的基础上进行二次修复，难度很大。”丁

峰说，为完成好这一任务，他查阅了大量

的历史资料，与同事探讨如何制订最适合

的修复方案。“我们最终确定的修复方式是

先中间后两边，先补大后补小。整体挖开

书页上的画栏和字迹的残缺，再用透光补

书板从书页背后打光，一点点补回原版的

缺字和缺栏。”丁峰说，经过半年多的修

复，这本千疮百孔的泛黄古书焕发出新的

光彩。

在书库里，丁峰还向记者展示了他前段

时间修复的清代手抄稿本 《战国策六卷》。

这部古籍修复之前的虫蛀面积超过全书的

60%。丁峰对虫洞逐一进行了修补，让这本

古籍变得完好如初。

“古籍修复工作考验耐力，只有经过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埋头苦练，才能从实践

中总结出经验，汇聚成化腐朽为神奇的力

量。”丁峰说。

传授技艺传承文化

在丁峰眼里，古籍修复虽然是一个小众

行业，却承载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每一本

古籍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通过修复古籍，

不仅可以延长其使用寿命，更可以让后人通

过这些书籍了解历史，感受中华民族深厚的

文化底蕴。”丁峰说。

如今，丁峰带着自己对古籍修复的深

入理解，以及多年总结的丰富经验，将这

一门技艺传授给更多对古籍修复抱有热忱

的年轻人，与他们共同续写接力传承历史

的篇章。“传统文化需要传承，传统技艺需

要传习。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学

古籍修复这门技艺，我感到十分欣慰，也

认识到自己肩负着传授古籍修复技艺的责

任。”丁峰说。

今年不到 20 岁的程硕是南京

市 莫 愁 中 等 专 业 学 校 古 籍 修 复 专

业的一名学生，他在南京图书馆跟着丁

峰进行古籍修复实习已有近一年时间。“把

残 缺 破 败 的 古 籍 修 旧 如 旧 是 门 学 问 。 配

纸、拆书、溜口、修补、折页、捶平、装

订，丁师傅都会手把手地教我，事无巨细

地指导我。我想像丁师傅一样，择此事、

终一生，把宝贵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程

硕说。

目前，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共有

12 人，以丁峰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在为传

统古籍延续保存默默奉献。南京图书馆副

研究员杨来京告诉记者，作为首批全国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南京图书馆古籍藏量

达 160 余万册 （件），需修复的古籍有

40 余万册 （件），期待更多的年轻人

加入进来。

2022 年，国家出台了 《关于

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要求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

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

发展。近年来，不少关于古籍修

复的纪录片播出，将古籍修复的故

事讲给大众。“国家政策的支持，古

籍修复技艺的传播，对古籍修复行业

的发展大有裨益。每一本古籍都有独

特的价值，让它们存留下来是这

份工作最大的意义。”丁峰说，

“我将尽我所能，为亟待修

复的古籍延续生命，在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在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开发院

试制部见到数控机床技能师、高级工程师时敬

龙的时候，他正与同事用调试设备加工零部

件。谈及4月底在北京接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颁奖并作为代表发言时的情景，时敬龙仍有些

激动：“近些年，国家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

精神，产业工人的重要地位得到充分尊重。”

今 年 是 时 敬 龙 参 加 工 作 的 第 15 个 年

头。2009 年，他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从长

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原长春汽车工业高等

专科学校）进入试制部实习，并在一年后正式

入职。面对先进的五轴加工设备、全新的编

程语言和超高的加工精度要求，他感到茫然

无措。怎么办？时敬龙有股不服输的劲头，

抓住一切机会学习。白天，他仔细观察老师

傅的技术手法，不同角度和力道都细细揣摩；

晚上，他继续在设备上苦练基本功。

通过多年勤学苦练，时敬龙逐渐成长为

新产品零部件试制精密加工技术带头人，在

2018 年创建了时敬龙工匠创新工作室。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就是解放牌，在擦亮

民族汽车品牌的道路上，我必须奋勇争先，为

自主研发贡献产业工人力量。”时敬龙说。

在时敬龙工作室的获奖荣誉展柜里，整

齐地摆放着工作室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和相

关技术产品。在试制部试制制造业务单元负

责人岳巍看来，这些荣誉和产品是时敬龙带

领团队“较真”的成果。

橱窗里一块刻有细小沟槽的黑色薄板引

起记者的注意。这个“石墨双极板”产品件是

时敬龙团队攻关近 3 年取得的重要成果。

“近几年，公司加快新能源汽车技术自主

研发步伐，我承接了其中的石墨双极板试制

任务。”时敬龙介绍，这个双极板是氢燃料电

池的核心零部件，其精密加工曾是燃料电池

开发的关键技术。

“这项加工工艺需要将 2 毫米厚的石墨

双极板毛坯精确加工到 0.5 毫米，并用 0.3 毫

米的微小直径刀具雕刻出高精度的细小流

道。”时敬龙说，这样的雕刻十分不易，因为不

仅要解决石墨板加工崩边、断裂、精度难保证

等难题，还要突破超薄易碎零件装夹技术。

据了解，在这之前，双极板都是对外委托

加工，成本很高。接到任务后，时敬龙暗下决

心，一定要完成好这项任务。

“当时，我提前做了多种加工方案，可在

加工时还是频繁出现裂纹、变形、崩边等问

题。”时敬龙说，自己一边在网上查资料，对相

关的 200 多个专利技术进行研究；一边进行

加工试验，“我们从没接触过这项技术，我和

团队就一点点地去试。那一年里，大家几乎

每天不停地调整参数，反复试切”。

成了！0.5 毫米成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上千次试验

后，时敬龙团队终于摸索出石墨双极板的技

术参数和加工工艺，将双极板的制造精度做

到头发丝直径的三分之一。

“ 都 几 点 了 ”“ 天 天 熬 夜 ，身 体 不 要

啦”⋯⋯微信里，时敬龙的爱人经常提醒他要

注意身体，轻微抱怨的话语里藏不住对丈夫

的心疼与关爱。

2021 年，在国六发动机开发项目中，时

敬龙负责加工发动机缸盖上一个极细、极深

的孔，项目周期短、难度大。为保证项目节

点，他连续 7 天没回家，吃住都在机床旁，做

过成百上千次试验。通过不懈努力，他在国

内首创“超深腔异形阶梯孔微观修形技术”，

保障了公司项目研发进度。

“他身上有一股劲儿，一股‘不达目的誓

不罢休’的劲儿。”工作室成员兼徒弟张海洋

这样评价师傅。他说，每天师傅总是最早到

岗，晚上 10 点多下班是常态，“下班路上，师

傅还常常带着我们复盘一天的工作，总结经

验得失，并讨论下一步的完善措施”。

在 时 敬 龙 看 来 ，技 术 出 众 只 能 称 之 为

“工”，技术“传帮带”才能称之为“匠”。只有

把技术传授给年轻人，把经验分享给团队，才

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创新活力。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能熟练运用电脑、擅

于用软件，对技术学习的接受能力很强。他们

更需要加强的是坚持和恒心，练就一番真功

夫。”时敬龙在工作中倾注了不少心血培养年

轻人。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截至目前，时敬龙

已 以 第 一 完 成 人 身 份 获 得 22 项 创 新 成 果

奖。时敬龙工作室已成为“全国机械冶金建

材行业示范性创新工作室”，以工作室为主站

孵化建立了 5 个公司级子工作室，开发培训

课程 89 项，累计培训 5400 余人次。

时敬龙说：“作为新时代的一名劳模工

匠，我深感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当下，产业工

人大有可为。今后，我将专注钻研先进制造

技术，追求极致创新，为铸就民族汽车品牌辉

煌贡献智慧和力量。”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发布公示，拟增加网络主播、生

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用户

增长运营师、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员、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等 19 个

新职业，同时增加移动操作系统

应用设计员等 29 个新工种。一

批新职业再次被“认证”，既显示

出我国职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

化，又有利于增强新职业从业者

的职业归属感。

新职业开辟就业新空间。近

年来，我国新经济新业态快速发

展，催生出不少新职业。从生成

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到网络主

播，从工业互联网运维员到布展

搭建师，这些新职业为更多求职

者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和发展

空间，搭建起人生出彩的平台。

新职业意味着新机遇。据中

国人事科学研究院测算，新职业

未来 5 年有可能创造 3000 万个以

上就业机会。随着职业不断上

新，相关从业者更要顺应发展趋

势，加强学习、提升自己，努力掌

握与新职业相匹配的能力，实现

个人成长与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双向奔赴”。

首先，主动拥抱新变化，保持

对新职业的敏感度。《2023 年新

职业发展趋势白皮书》公布的数

据显示，58.5%的年轻人对新职业

抱有强烈兴趣。新职业提供了更

多的就业选择和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新职业从业者要提高对新职

业新工种的认识和理解，把握其

发展趋势，将个人职业规划与社

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持续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掌握相应

的业务技能，从而实现从容就业。

其次，提升跨学科综合素质，努力成为“多面手”。眼

下，随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各行各业的职业图谱愈加丰

富，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跨界集成、产业集群协作的势头

更加明显。与传统职业侧重强调某个特定领域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不同，新职业往往需要从业者具备跨学科综合

素质。比如，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承担着“文创+运营”

职责，既要懂文化创意产品的策划，又要了解市场需求、

营销运营等。相关新职业从业者要结合自己的意向职

位，重视交叉学科学习和综合素质培养，锻炼创新思维，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最后，持之以恒磨砺技能。新职业，变化的是技能，

不变的是劳动精神。从许多新职业从业者身上，同样能

照见老一辈技能大师的匠心与努力。练就新技能并非一

日之功，仍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

坚定的意志、坚强的毅力，持之以恒、砥砺奉献，方能创造

更多精彩。

随着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会涌现出

更多的新职业。期待国家对新职业的规划引导更加完

备，也期待更多人乘着新职业的“东风”，打开新的天地，

实现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