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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听艺术门类中，纪录片记录真

实、探索未知，呈现自然、观照社会，具有

独特的思想教育价值、文化传承价值、艺

术审美价值、国际传播价值，是传承历

史、传播文化、展现形象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中国纪录片佳作频出。《领

航》《征程》《加油！新时代》等纪录片阐

释新思想、礼赞新征程、讴歌新时代；《荣

宝斋》《“字”从遇见你》《与丝路打交道的

人》等用东方美学影像传递文化自信，呈

现中华文明的温度和厚度；《中国：野生

动物家园》《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生

态秘境》等不断创新科普功能与人文情

怀的纪实表达，展现科学之美；《飞越冰

雪线》《跨越》采用长时间纪实跟拍，讲述

北京冬奥会故事；《端牢中国饭碗》《村庄

十年》等作品小中见大，呈现中国乡村的

历史性变迁；《我和我的新时代》《这十

年》等纪录片书写普通人与国家和时代

同行的记忆，展现出理想、坚守、成长等

多彩姿态。

2022 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关于

推动新时代纪录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了纪录片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新对

策。国产纪录片的创作生产，应进一步聚焦题材、内容、形式、

传播的创新，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拍什么样的纪录片？首先要注重选题资源开掘的多样

性。近年来考古、非遗、美食纪录片构成了地方性纪录片选题

的主要方向，但题材扎堆往往造成创作模式趋同、良莠不齐。

相比之下，反映新时代发展的社会纪实类纪录片还不够丰富，

应加大挖掘力度，让当代中国故事的讲述更加多姿多彩。

强化纪录片生产的品牌意识、传播意识和规划意识。当

下，各网络平台加入创制，纪录片受众需求发生重要变化。在

此背景下，要不断创新纪录片的内容模式和传播形态。制作

机构和地方广电媒体要对纪录片生产进行长期规划，在选题

方向、资源整合、队伍建设和产业运营等方面主动谋篇布局。

以融媒体思维拓宽纪录片生产与传播渠道。传统媒体创

作者具有丰富经验，其传播观念应积极适应融媒体环境，从创

意到创作、传播，都需要贯穿新媒体思维，推动全媒体时代纪

录片的新发展。

进一步发挥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优势。纪录片承担着在国

际交流中真实展现中国形象、有效传递中国声音的使命，加强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重大课题。既要创

新传播形式、拓展传播平台、细分国际受众，也要积极拓展题

材的维度与视野，加强国际化叙事表达，丰富激发受众情感共

鸣的主题内容，增强国际传播实效。

今天的记录是明天的档案。期待广大纪录片人做新时代

的记录者，讲好正在发生的中国故事，留下更多经得起时间检

验的好作品。

（作者为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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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纸，意味着什么？东北姑娘陈思燚

是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修复师，“片纸虽小，却

是千百年前的草木纤维、述录笔触。”每当修

复那些久远的章卷，她总会进入非常安静的

状态，关掉手机，忘记吃饭，日影一转一天就

过去了。

一张纸，承载着什么？文物界有“纸千

年，绢百年”的说法，纸张看似“柔弱”，保存得

当却足以跨越千年不朽。岁月与文明便宛如

一条“奔腾在纸上”的大河，前行不停。

在南京博物院，纸质文物是馆藏文物中

数量最多的门类之一，精品多、种类丰富、年

代跨度长。2014 年，南京博物院成为纸质文

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依托单位，

同年又获批近现代纸质文献脱酸保护技术重

点实验室。10 年来，南京博物院在纸质文物

传承保护方面持续探索，科研成果不断注入，

文保能力不断增强，一代代文物工作者接续

努力，让古老纸张绽放更多光彩。中国纸的

历史，正进行现代科技接棒，走向新的未来。

传 承
文物修复要“求真”，让所载

信息保护得更全、留存得更久

过去，纸质文物修复，多用于旧书画的装

裱。历史上，中国书画早已形成重新装裱的

规范和经验，让一张纸可以多次跨越年代“重

获新生”。匠人有着高超的绝活技艺，用针

锥、骨刀、毛刷精修，甚至可以用沸水、点火等

方式进行特殊处理而不会损坏纸张。

说也奇怪，中国传统纸张不“怕”水浸、重

裱。它们来自纸浆，被工匠一张张抄出来。

多年后再度入水，褪去糨糊，纤维舒张，墨迹

不改，旧纸如获新生。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易。在南京博

物院，即便文物修复专业出身，新手入行 3 年

内依旧不准直接触碰文物。陈思燚也经历了

这个过程。她跟着老师傅当学徒，关于文物

修复的理念逐渐树立：文物修复不同于艺术

品修复，目的不是“求美”，而是“求真”，要让

所载信息保护得更全，留存得更久。

2018 年，甘肃文物部门送来了几坨“泥

团团”，分析成分是纸团，送来“废物利用”做

研究样品。陈思燚认为纸团的微观纤维完

整，希望将其复原，这需要借助高温蒸汽一点

点拆解。由于纸张冷了会缩，干了会硬，湿了

又会黏，她就徒手在高温里作业，拆了一个多

月，泥团成了无数的碎纸片。接下来的数月，

她与这些碎纸片朝夕相处，把原件基本完整

地复原出来。

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部主任郑冬青说：

“薄薄一张纸，教会我敬畏时间。纸寿千年，

它承载着历史信息，从一代又一代人手中传

递下来，我们也要负责地把它传下去。”

但凡纸质文物，或轻或重多有病害，保护

难度很大。早在 2004 年，国家文物局就组织

开展过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调查了

3200 多 家 单 位 馆 藏 文 物 的 腐 蚀 损 失 情 况 。

根 据 当 时 的 调 查 数 据 ，我 国 纸 质 文 物 共 有

350 万余件/套，其年均损毁率为 1.33‰。保

护这座“纸质的宝藏”，刻不容缓。

在朱红的裱案上，修复师打开层层包裹，

展示了一本正在修复中的南宋古书。书已经

炭化得像灰烬，但仍有字迹能够辨认。修复

人员小心翼翼地采取样品，并确保措施可逆。

古籍、书信、钱钞……沿着古丝绸之路，

大量出土的纸质文物，串起灿烂的往昔。纸

的出现是一项创举，它轻便又价廉，助力文化

触达更广大的人群。从敝布、渔网到楮皮、桑

皮、藤皮乃至竹子，从书写材料到生活用品，

伴随着造纸技艺的发展，纸张的原料与用途

也日益多元。造纸技艺的进步，创造出许多

古代名纸，如澄心堂纸、金粟山藏经纸、粉蜡

笺纸等。有的技艺已经失传，有的仍在使用，

有的在出土文物中被发现……

发 展
不仅是“文物医院”，更要做

文物的“医科院”

近 10 年间，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队

伍的平均年龄在不断变小。如今工作的主

力，多是这 10 年间成长起来的。

众多文物经过修复，带来了新的信息量

和新的课题。比如，青海出土了一批元代纸

钞，这是如今可以见到的较早的纸质货币实

物 。 这 批 特 殊 的 纸 ，被 送 到 南 京 博 物 院 修

复。经过辨认，这是元代流通的纸币，明显有

大量使用的痕迹。

在 纸 币 残 片 的 背 后 ，还 粘 连 零 落 的 纸

条。一开始，修复团队认为那是需要清理的

污损附着物。但随着研究深入，团队发现那

是纸币流通中人们对破损部分的不断修补，

这在过去实物中从未见过。不同质地的纸

条，或盖印、或签字、或画押，它们成为纸币的

一部分，又衍生出新一层的信息。

团队运用各种仪器设备，分析纸币的纤

维成分、劣化情况。用同样的纤维在残缺部

位复原出颜色、厚薄相近的新纸，最终将纸币

修补为一张“完整”的纸。

不只古代纸张亟待修复。近代以来，尤

其是百年以内的纸张比古代纸张损毁更快，

保护需求更迫切。工业技术下的近现代造

纸，在数十年后便开始酸化、损坏，反而不如

古法造纸经得起时间考验。南京博物院承担

着攻克近现代纸质文献脱酸保护技术的任

务，很多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物，会被送到这里

处理保护。

郑冬青介绍，文物数量庞大，仅靠团队难

以承接海量的文物保护需求。随着技术能力

的发展，团队越来越认识到这里不仅是“文物

医院”，更要做文物的“医科院”。许多文博场

馆的陈列文物、实物档案，其保护都需要专业

指导。“我们希望在修复文物的同时，输出队

伍、传播经验。”郑冬青说。近年来，南京博物

院在甘肃、新疆等多地设工作站，帮助当地文

物部门培养文物修复人才。

创 新
用 电 子 显 微 、波 谱 光 谱 等

分析手段打开文物修复新世界

最初，年纪大的工匠师傅们不了解新技

术有什么用。仪器测定的数据图表，他们看

不太明白，觉得是“花架子”。但他们并不守

旧，一代代工匠也在琢磨创新。上世纪 80 年

代，就有人发明了丝网加固技术，用肉眼难以

察觉的蚕丝去加固破损的纸张。如今的年轻

人，有着材料学、分析化学、制药学、微生物学

等不同的专业背景，用电子显微镜、光谱分析

仪等专业设备，打开文物修复的新世界。

过去辨别纸，只能靠眼看、靠手摸。如今

放大看，看得见纸张的纹理，继续放大可以辨

认造纸的纤维，分析纸浆配比，甚至掌握颜料

的化学成分。

南京博物院的修复师何子晨举例说，比如

修补需要选一张纸样，过去到纸库一张张摸，

拿出来比对颜色、厚薄，找上一两天配不齐很

正常，“如今用数据库检索，找起来方便多了。”

郑冬青介绍，如今，在纸质文物保护研究

的专业领域，不论硬件、软件还是研究成果，

“我们在这个领域保持领先。”

中国古代纸的品类丰富多样，需要构建

关于纸质文物的认知体系。南京博物院研究

馆员陈潇俐介绍，南京博物院已经建立了一

套纸质文物指标体系，今后纸的病害、趋势预

测、修复措施等都可进行多维度的量化评估。

纸的研究成果还在惠及更多公众。南京

博物院曾办过一场“纸载千秋”的特展，吸引

众多参观者。策展人田建花说：“中国的先祖

从泥中造出瓷，从桑蚕那里变化出丝绸，从树

皮秸秆里创造出纸，于最普通平凡的事物中

创造伟大，这本身就是中国人的智慧。”

南京博物院的立院宗旨是“提倡科学研

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

识之增进。”今年是南京博物院成立 90 周年，

彼时的殷殷期许，已成为今日的现实。

南京博物院10年来持续探索纸质文物传承保护

一页一卷 旧纸新颜
本报记者 王汉超

南京博物院是纸质文物保
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依
托单位、近现代纸质文献脱酸
保护技术重点实验室。10年
来，南京博物院在纸质文物传
承保护方面持续探索，科研成
果不断注入，文保能力不断增
强，一代代文物工作者接续努
力，让古老纸张绽放更多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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