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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快览>>>

《命若朝霜：〈红楼梦〉里的法律、社会与女
性》，书名源于曹植诗句“天地无终极，人命若
朝霜”。

作者柯岚，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常务理
事，央视《法律讲堂》主讲人。她聚焦《红楼梦》
中十二位（类）女性角色，对应十二个清代法制
问题，整理与《红楼梦》中事件类似的清代司法
案例，剖析清代女性困境的制度性原因，考察
了清代性别、家庭、法律、政治间的互动与演
变。书中不仅使用大量来自《大清律例》《清会
典》《刑案汇览》的材料，还从清代的奏折、起居
录、笔记、地方志等文献之中整理出相关的案
件记录和议论，并综合汉、晋、唐、宋等朝代的
法律和案例展开分析。

作者立足“法学与文学”研究路径，聚焦人
口拐卖、生育、财产分配、官员考核等社会议
题，分析了《红楼梦》作者及书内女性角色如何
受到当时礼教与法律的限制、如何做出反抗与
批判，展现了一个立体、动态的清代社会。她
认为：“如果不和清代的法律与社会相印证，很
多《红楼梦》里的人物都无法被完整理解。”

【书摘】

贾琏护送林黛玉的双重使命

大约在和曹雪芹差不多相同的时代，奥斯
汀在英国写出了《傲慢与偏见》，书中乡绅班纳
特先生的五个女儿都不能继承他的庄园，他的
远亲科林斯要成为他产业的继承人。奥斯汀
比起曹雪芹同时代的中国女性，要多一些自由
度，她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也能自己选择恋爱
对象，还可以指望以写作谋生，但她笔下的女主
人公，仍然面临继承财产方面的困境。无独有
偶，曹雪芹在稍早三四十年的时候写出了《红楼
梦》，他最钟爱的女主角林黛玉似乎也遭遇了差

不多的困境。
黛玉进贾府成了一个孤女，她的父母很疼

爱她，但法律并没有给她全面的保障，假如林家
的族人执意相争，她很可能失去继承权，顶多能
得到一份嫁妆。

林如海写信来说自己病重要接黛玉回去
时，贾母忧心忡忡，她预感到了林如海将不久于
人世，假如这时她不肩负起监护人的责任，让贾
府出面来据理力争，孤苦无依的外孙女可能都
分不到她父亲的遗产，而这份遗产中应该还包
括贾敏出嫁时带去的巨额嫁妆。贾母很快就决
定派贾琏送黛玉回去，贾琏的使命不仅是要保
证黛玉安全来去，更重要的，他要在万一林如海
病重死后为黛玉争得继承权。

生员徐鍹的真实案例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指出，明清法律都没有
明确规定遗嘱的效力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还是可能认可遗嘱的效力。清朝初年曾经有一
个真实的判例，就是一个父亲排除了侄子的继
承权，通过遗嘱将财产留给了庶出的女儿。生
员徐鍹因为妻子没有子女，娶杨氏为小妾，杨氏
生下了一个女儿。他的侄子徐浃是个品行不好
的青年。徐鍹得了重病，同学吕日昌、田一泰和
他交好，他就将五岁的女儿许配给吕日昌的儿
子，预先送去了陪嫁的首饰衣物，还拨出田产作
为女儿的嫁妆田。并让小妾杨氏改嫁给田一
泰，让田家善待自己的女儿，把她抚养成人，等
她长大后嫁到吕家去。他亲笔写下了遗嘱，处
分完毕。死后他的侄子告到官府，认为自己才
有继承权，遗嘱处分无效。县令判决认为徐鍹
的遗嘱处分适当，应为有效。

由此可见，清代遗嘱继承并不必然发生效
力，假如死者家族中的其他男性有不同意见，可
能发生争执告到官府，但是司法仍然可以认可
遗嘱的效力。《红楼梦》没有写林黛玉回扬州这
一段发生了什么，林如海非常疼爱他的女儿，假
如他临终立下遗嘱把财产留给他的女儿是可能
得到司法认可的。

《红楼梦》第十六回写秦钟临死时，宝玉赶着
去见他最后一面，带了几个仆人，“来至秦钟门首，
悄无一人，遂蜂拥至内室，唬得秦钟的两个远房婶
母并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第十六回）。秦钟的
姐姐死了，父亲也死了，他也快死了，他没有其他
的兄弟姐妹，秦家这时面临的也是“户绝”，秦可卿
的死给她的家族换来了一笔巨款，秦业还有留积

下的三四千两银子。脂评本《红楼梦》在此处有一
句批语：“妙！这婶母兄弟是特来等分绝户家私
的，不表可知。”户绝的家庭会有远房的族人来等
着分家私，看来是当时社会的常态。估计林家的
族人也不例外。作者写到这一点，也说明他十分
了解当时关于“户绝”的法律。

林家还有一些同姓的远亲。《红楼梦》第五
十五回写紫鹃假意试探宝玉的心意，骗他说林
家的人要来接黛玉回去，宝玉急火攻心差点要
疯，后来紫鹃说了实情他才好过来。紫鹃说：

“那些顽话都是我编的。林家实没了人口，纵有
也是极远的。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各省流寓
不定。纵有人来接，老太太必不放去的。”

这话很有意思，可以想象，就算林如海死时
林家的族人有意为他立嗣争夺财产，他们又怎
么可能跟财大势大的贾府对抗呢？

贾母是称职的监护人

贾母应该是接受了林如海的托孤，为他的
女儿代管财产。

细读《红楼梦》，其实可以看到贾母对黛玉
财产的安排。贾府里的人都是要发月钱的，每
个月大家都有固定的零花钱。一般月钱是由王
熙凤发放的，她会到贾府银库里领钱，按照标准
发放给每个人。但是林黛玉和她的丫鬟们，月
钱却不是王熙凤发的。

《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写小丫头佳蕙向小红
说起她得了意外之财：“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
娘送钱来，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见我去了，
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
收着。”原来林黛玉和她的丫鬟们的月钱是从贾
母处送出的，和别人都不一样。黛玉顺手就抓
了两把给碰巧来送茶叶的小丫鬟，这个细节说
明她很清楚这些钱是属于她自己的，贾母是她
的监护人，为她代管财产。林如海死的时候黛
玉很小，也许很多事情并不明白，但是贾母这样
特地安排，用和别人都不一样的方式来给她发
月钱，说明她是一个称职的监护人，并没有向黛
玉隐瞒她父亲的遗产，等黛玉大一点了，她会把
遗产的事情告诉黛玉。

黛玉向宝钗抱怨说自己“一无所有”，应该
只是情绪性的话。她本性善良，对钱财并没有
太多概念，也许她觉得既然父亲把自己托付给
了外祖母，父亲的财产就应该由外祖母来处置，
自己孤苦无依来到贾府，各种事务都要靠贾府
操持，她不觉得那些钱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

关注一个交响乐团，最好的途径是聆赏她的
音乐会。一段时间以来，以我的眼光，武汉爱乐
的音乐会呈现出更开放、更丰富的样态，其中自
然包括品质或水准的提升。

说到水准的提升，一个以演绎古典（经典）音
乐为己任的城市交响乐团，业务上应朝着怎样的
方向精进呢？武汉爱乐于去年 9 月发布的
2024—2025 新乐季中，将“对话世界”列为最靠
前的目标。

“对话世界”是全方位的。最直接的操作，便
是乐团与享有世界声誉的指挥家、演奏家乃至同
行精诚合作，从中开阔视野、学习高明、认知并改
善自身不足，从而相携共进。

音乐会是“对话世界”的载体。新乐季中的
演出我虽未能每次聆赏，却从几场留下印象的音
乐会上，领略到武汉爱乐的努力和变化。

2024—2025乐季开场音乐会，是乐团音乐总
监傅人长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傅老师曾长
期客座武汉爱乐，早在武汉乐迷心中刻下印记。
前年终于正式加盟乐团，又从不同渠道得知其富
于才情、努力敬业的一面，更有迅速开创乐团事
业新局面的事实，彰显了指挥作为乐团“灵魂”的
存在。这场贝九，乐团、合唱队及独唱、重唱歌唱
家在傅人长执棒下全情投入，合力奏（唱）响充满
英雄气概和世界大同理想的壮歌，人在现场沉浸
其中，获得一种难忘的音乐体验。表演团队虽皆
属本土，但因贝九音乐思想的高度世界性，音乐
会庶几可作武汉爱乐“对话世界”的宣示。

更加名副其实的“对话世界”，则是在第十三
届琴台音乐节期间，武汉爱乐与国际一流的法兰
克福广播交响乐团合作的两场音乐会，先是法兰

克福广交室内乐专场音乐会特邀武汉爱乐演奏
家加入；再由傅人长执棒，两个乐团合作演绎布
鲁克纳第七交响曲。在乐迷眼中，法兰克福广交
室内乐演奏训练有素、配合默契，另有大师级演
奏家（如低音提琴家福托克等）昭然出彩，种种表
现无愧名团风范；而唱主角的傅人长指挥和武汉
爱乐，在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浑沉广阔、深邃神
秘的音乐世界中表现不俗，同样获得现场听（观）
众发自内心的喝彩。

最有“对话”象征的演出，或是匈牙利著名小
提琴家罗比·拉卡托斯与武汉爱乐合作的那场音
乐会，一曲雅俗共赏的《查尔达什舞曲》，拉卡托
斯和武汉爱乐首席李嘉交替担任SOLO或领奏，
二人时而竞技，时而交流，恰似用音乐“对话”，意
味深长。

看新乐季安排，已经和即将与武汉爱乐合作
“对话”的业界大师、精英翘楚络绎不绝。而对话
意味着“对等”，意味着乐团应竖起新的业务标
高，意味着需提升自我的底气。对于乐团，这或
是更大的挑战。

一段时间以来，武汉爱乐变化可谓明显，这
里不多说。只想到两个不乏深意的细节：一是我
市知名音乐人梅笃信的洋女婿、世界顶级的美国
芝加哥交响乐团贝斯演奏家乔纳森·西吉斯，每
次回汉短期休假，总不忘打着节拍器一丝不苟练
音阶。二是每有国际名家指挥武汉爱乐的音乐
会，总能见到傅人长老师坐在观众席静静观摩，
其专注的目光令我难以忘怀。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对话世界”的漫漫
长路，必须得以这样的姿态，扎扎实实走下去。

2009年夏天，北京三联书店要再版《陈寅恪
集》，做一个“限量珍藏版”，为此联系了江苏省新
华书店总店，希望他们包销。他们同意包销
2000套，但是要求我们制作2000张藏书票随书
附赠。

藏书票怎么设计？美编计划采用陈寅恪先
生名句，下面加上陈先生的印章。

使用印章，需要征求作者家属意见。但陈寅
恪先生的三个女儿对版权都不熟悉，一时不知该
如何处理。编辑便告诉她们，使用印章做藏书
票，这事情不新鲜。上次《钱锺书集》第二版也是
由江苏省新华书店包销，也曾用钱先生的印章做
了一批藏书票。《陈寅恪集》只是循旧例而已。帮
杨绛料理版权的是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老师，
陈家姐妹也与吴学昭熟悉，她们便向吴学昭请
教。

吴学昭把这事向杨绛先生通报。杨先生说：
“藏书票，用印章，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原来，事
前无论是我还是编辑，都没有意识到需要和杨先
生沟通，出书以后也忘记将藏书票送给老人家过
目。

杨先生生气了。她说：“你们这样不尊重作
者，我要考虑提前结束与‘三联’的合作。”当编辑
把杨先生这番话告诉我时，我顿时蒙住，血一下
就涌到脑门上。

事后我才弄明白，杨先生之所以把问题看得
很严重，主要是因为她了解到，有人在网上高价
拍卖带有藏书票的《钱锺书集》第二版。她担心
此事是出版社所为，这些著作的版税她自己分文
不取，全部捐献出去，但是出版社却用这种方法
获取暴利，岂不可耻可恶？

无奈，我只好请吴学昭老师帮我安排，我要
去负荆请罪。吴老师说，老人家现在气头上，怎
么会见你？她建议我写一封道歉信，直寄杨府。

于是我便写信解释说：2007年10月我们应
江苏省新华书店总店的要求，印制了《钱锺书

集》精装本3000套，全部交给该书店包销，自己
只留了几十套样书；书店方面为推广促销，建议
我们给每一套书夹一张藏书票；我们考虑到《钱
锺书集》第一版出版后，我们曾为配有红木架的
收藏本制作过一批藏书票，其中也使用了钱先
生的印章，现在趁第二版精装本再做一次，似乎
不是什么新问题，于是便同意了；我们赶制的
3000张藏书票是单独包装后另寄南京的。这些
藏书票夹在书里或贴在书上的事情都是书店自
己完成的，以后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再过问；所
以，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见过夹着藏书票的《钱锺
书集》第二版；正是因为如此，在给您送样书的
时候，编辑早已把这回事忘记了；这确实是我们
工作上的一个漏洞，我非常惭愧和不安，在此恳
求您的原谅。

信写好后，我找到出版制作部主任，问他两
年前做的《钱锺书集》藏书票，他手里还有样品没
有？他迟疑了一下，说，“我找找”，便拉开了办公
桌的抽屉，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地往外拿。当抽
屉的底部露出时，我看到几枚钱锺书印章制作的
藏书票安静地平躺在那里，编号 3001—3004。
我如获至宝，将它们和道歉信一起邮寄给杨先
生，告诉她，这是残存的几枚。我想，可能就是这
几枚藏书票的编号说明了问题，解除了老人家的
误解。因为这批藏书票是专为江苏省新华书店
特制的，1—3000 号全部寄给他们，不在“三联”
手里，而编号 3001 以后的几枚，两年来无人动
用，表明在网上高价倒卖的人与北京“三联”无
关。

信寄出两天之后，吴学昭老师给我来电话
说，杨绛先生看了你的信，让我带给你一句话：

“李昕是我老同事的儿子，我原谅他了。欢迎他
有空到家里来坐坐。”杨先生改变了态度，令我如
释重负。我知道，老人家真正关注和在意的，其
实不是别的，而是诚信。

·门外弹乐·

武汉爱乐“对话世界”
□梅明蕾

梅明蕾 媒体
人，爱乐者，读写
驳杂。

《傲慢与偏见》和林黛玉的家产

▲《命若朝霜：〈红
楼梦〉里的法律、社
会与女性》
柯岚 著 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书里书外·

为“藏书票”向杨绛道歉
□李昕

李昕 出版
家，三联书店前
总编辑。

《首发经济：中国消费变革新驱动》
朱克力 刘典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从首店、首展、首秀，到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
的首次亮相，首发经济以“首”为切口，撬动消费变
革、产业转型与城市焕新。首发经济绝不仅是产品
发布的仪式，更是一场关于创新、信任与未来信心
的集体叙事。本书全面解读首发经济，探讨了首发
经济如何成为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着
力点。

《中国的十个名字》
郑子宁 著 海峡书局出版社

语言是文明的密码，文字是通往历史的桥梁，从
“Chin”到“China”，从“桃花石”到“摩诃至那”，本书
以十篇主题故事为脉络，以不同时期其他文明对我
们伟大祖国的多样称呼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语言
流变背后引人入胜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展开了一场
横跨三千年的“语言考古”。

《我们的世界叙事：12位中国人访谈录》
刘娜 著 商务印书馆

这是一部以“世界叙事下的中国人”为主题的
访谈录，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生动范例。书
中12位受访者，有环游半个世界的骑行客、年轻的
人类学学者、自然探索者、国际琵琶推广人、女性
战地摄影师、国际纪录片制片人、自由撰稿人、前
驻外记者……他们的精彩故事，代表了中国人未来
的“世界观”。

《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
李昀鋆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3个月的田野调查，作者聚焦一个被长期忽视
的庞大群体——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书中
44位年轻子女不仅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也为不
知所措的失亲者提供了建议。他们极力隐藏的哀伤
故事，也是每一个人都将面对的人生课题。因为正
如作者所言，“我们所有人都是、正是或曾经是，与哀
伤共处的人”。

《黄仁勋：英伟达之芯》
[美]斯蒂芬·威特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权威采访传记，英伟达给
予极大的访问权限，作者与黄仁勋多次面对面深度
沟通，采访了他的家人、朋友、联合创始人、合作伙伴
以及英伟达员工将近200人。呈现一个“过于”真实
的黄仁勋和他的英伟达，揭秘黄仁勋的传奇人生、管
理之道、技术之思以及英伟达的商业秘密。

《我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投资知识》
[印]普拉克·普拉萨德 著 中译出版社

国内首部跨界生物进化与投资学之作，从熊蜂
的生存智慧推导出“避险”比“捡漏”重要；从银狐驯化
实验得出常见的指标无法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绿蛙
模仿声音的故事教你如何识别企业的虚假信号……
使读者理解规避较大风险、以合理价格购入高质量股
票、不轻易买进更不轻易卖出的三大投资箴言。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1941 年 12 月 26 日，已经沦陷的香港，宵禁
中的黑夜格外漫长。两位滞留在港的朋友无事
可做，只能在黑暗中长谈，等待黎明。其中一位
是知名报人、《光明报》经理萨空了，当时他正在
读英国报纸发展史，于是顺便谈到了中国“最早
的报纸”，在萨空了的记忆中，那应该是他小时候
最喜欢的《启蒙画报》：“这个画报灌输了许多科
学常识给我，像瓦特因为水沸发明蒸汽机、世界
人种的分类、五大洲的形状，我都是由该画报而
知道的……《启蒙画报》，在北方是一个中国画报
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画报。”

令人惊异的是，他对话的朋友、知名民主人
士梁漱溟告诉他，《启蒙画报》的创办人彭翼仲是
自己的姻伯与启蒙老师。小时候，梁漱溟几乎目
睹了每一期《启蒙画报》与《京话日报》的印刷！
萨空了大为惊叹，他感慨说：“彭翼仲是我在很小
的时候，便留有强烈印象的一个新闻界前辈。为
了办报指摘当道，曾充军新疆。可是赦还之后，
依然在报上再接再厉地言所欲言，在文体上讲，
用通俗文字，在报纸上述说大道理，他也是开山
大师，可是这个名字已渐在中国社会中被遗忘
了！”（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

萨空了的感慨正好描绘了一条路线图：《启
蒙画报》“灌输了许多科学常识”——彭翼仲“办
报指摘当道”“用通俗文字，在报纸上述说大道
理”——他的名字“渐渐在中国社会被遗忘”。这
正是清末民初北京启蒙运动与舆论版图的变化
轨迹。

北京的报业，清末时期基本集中于琉璃厂，
尤其是五道庙一带。1904年，彭翼仲愤慨于“人
民无教育，不明所以爱国之道”，从儿童教育入
手，渐及民众启蒙，先后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
报》《中华报》。

此时的北京，称得上现代报纸的，无非是日

资的《顺天时报》（1901 年创办），德资的《北京
报》（1904年创办），前者馆址在北新华街，后者
馆址在琉璃厂，彭翼仲创办的三种报纸（包括他
自办的“蒙养学堂”），馆址在五道庙路西。再加
上此前由黄中慧创办于1901年、停刊于1902年
的《京话报》，馆址设在琉璃厂工艺厂。这几种报
纸里，又以《京话日报》影响最大，“流布北方各
省，大为风气先导。东及奉、黑，西及陕、甘，凡言
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播，而都下商家百姓于

《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
不知有彭先生”（《桂林梁先生遗书》）。

如果以《京话日报》报馆为起点，向西北则有
早年位于安徽会馆的《强学报》馆旧址，向西南则
有位于魏染胡同的《京报》馆，以及创办《公言报》

《社会日报》的林白水住地（棉花头条，同时也是
《社会日报》馆址）。《顺天时报》馆址虽然在城内
的北新华街，但它是“进了和平门，望着靠东边第
一家”，离靠着南新华街的琉璃厂与五道庙并不
算远。因此，绘制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版图，当
以琉璃厂五道庙为中心。

1917 年，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
京。1918年12月，《每周评论》创刊，与《新青年》
承担不同的时效与功能。几乎是同时，北大部分
学生主办的《新潮》创刊，《新潮》将受众下调至

“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中小学生”，与《新青年》《每
周评论》构成立体的传媒矩阵。

这三家刊物的编辑部地址均在沙滩一带，
再加上外围受新文化影响的《国民》、反对新文
化的《国故》（均由北大学生创办），《京报》创始
人邵飘萍也应邀加入北大，担任新闻学研究会
讲师，如此一来，以沙滩为中心的舆论新阵营成
形，并与琉璃厂五道庙为中心的旧舆论阵营形
成某种对峙的态势。

“我是一名古籍修复师，让历经虫蛀水湮火
蚀的古书焕发新生，就是我的工作。”

首都图书馆副研究员、古籍修复师王岚，手
绘一百多张图，详细讲述古书的历劫、修复的工
具、修复的技艺，以及人与书的缘分。古籍文献
传至今天，其价值已经超越书籍本身。修复古
籍，同时也是在修复一段多元而生动的记忆
——它们是古代的书册、曾经的纸张、当年的笔
墨、不朽的艺术、一个时代的审美，或许也是下
一个时代的尘土。

至少，在我们当下，应该尽量保存、珍藏这
段过往、这段乡愁。这也是修书的意义所在。

《微相入：妙手修古书》，告诉我们古书的历
劫与修复，还有人和书的缘分。

这些传统技艺哪怕与大多数人并无实际联
系，仍不免在提到或见到它们时被撩动心绪，会
忍不住想去了解、想去靠近。相信看到这本书
的读者会理解修书人精神上的乡愁，并将这份
感动一代一代地继续传播开去。

【书摘】
留下一点水痕也无妨

几年前，我在国家图书馆参加学习期间，曾
向朱老师请教关于书页清洗的问题，原以为老
师会指导一两种如何彻底洗干净的妙招。没想
到朱老师却说：“其实留下一点水痕也无妨。”

我很疑惑：不洗干净也行吗？
见我不解，他饶有兴致地从电脑中找出《韶山

毛氏族谱》修复前后的对比照片。修复前，书页纸
张因浸水变得褶皱不堪，水渍所形成的黄褐色边缘
非常明显。修复后，书页平整干净了许多，但细看
之下，却有一弯淡淡的水痕在书页上若隐若现，并
不遮挡文字，却更为书册平添了一抹岁月的痕迹。

朱老师说：“特意不洗干净，一来是避免大
水引起纸张收缩，进而影响原貌；二来纸上留下
一点水痕也是告诉后人，这本书曾经被水洇过，
破损痕迹也是书籍递藏过程中的一部分啊！”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修复方式，这番解说让我
既震惊又钦佩。

常说不要把古籍修到全新，要保留一点书
中的“旧气”，可若论“旧”到何种程度，似乎无法
量化，只能在实践中反复揣摩思考，才能理解

“旧”的含义——故纸旧气，不仅指当年的装帧，
纸张的材料，还包含了书籍在时间旅程中的一
段往昔，乃至一段致损经历，这些都是可以传递
给后世的历史信息。

当然，前提是在不影响阅读和书籍寿命的
基础上进行处理。至于方法么，还要因书而论、
因损而定。没有一种修复方式是十全十美的，
对破损文献的处理皆是当时当下的权宜选择。
在敦煌遗书展上，胡玉清老师看到曾经的修复
成果，感慨地告诉我：限于当时的工作条件，卷
子的补纸只有乾隆高丽纸一种，不像现在有许
多种可供挑选的材料，更没有纸张检测等科技
辅助。相比敦煌遗书原本细密光滑的纸质，乾
隆高丽纸略显粗糙，以至多年后再看，深感这件
藏品的修复还有诸多不足。

我们赞扬前辈的修复成果，老师则着眼于
当年修复的不足。科技在进步，就古籍补纸而
言，早已从当初仅有的几种，发展到如今多种多
样，甚至能为修复一套书专门订制补纸。或许
在不久的将来，AI智能的应用还会带来新的修
书技术以及更加完善的修复理念。到那时，我
们现在的修复技法也会被取代亦说不定呢。

·序跋集·

从五道庙到沙滩
□杨早

摘 编 自 杨 早
《五道庙与沙滩：舆
论 启 蒙 下 的 北 京
1904—1918》序章。

她用一百多张手绘图详述古书修复

▲ 修补书页

▲“我的修书工具”▲

《微相入：妙手修古书》
王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