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旧如旧”的考究

记 者：线装书拿在手里是轻
薄，品读起来是厚重。古籍制作的过
程也是传承千年文脉的过程，金鼎是
如何最大限度还原这些古老技艺的？

谷秋生：线装书的制作，无论是
内文所用的宣纸还是封面使用的绫
绢，甚至各种零材的选取，每个环节
都有深远的历史传承。我国古代纸本
书先后经历了卷轴和册页两个阶段，
宋代线装书开始兴起，明清竖排版式
的天头、地脚、书耳等逐步确立，每
个细节都彰显出古人造物的智慧与东
方审美。

一本线装书的问世，至少需要经
过理料、折页、配页、齐栏打眼等 18
道工序。时至今日，这仍旧是无法被
机器完全替代的技术。

传统的装订方式做工考究，以线
装书的线为例，这是装订一本线装书

的灵魂所在。缝线时每根线都要拉紧
拉实，穿线过程须一气呵成且每一线
段的线都不可重复。依照古法穿线，
线头和线尾会神奇地在第二孔交会，
最终呈现“正背不露线头、神龙不见
首尾”的神秘效果。

再说选料，金鼎使用安徽泾县的
宣纸，这种纸张适合阅读、易保存、
不褪色、耐蚊虫叮咬且经久不脆，造
价很高，但是也最地道。墨汁也选用
千年不褪色、不腐蚀的徽墨，并且创
造性地在墨汁里加了檀香，让书香更
为沁人心脾。

记 者：“还原古书风貌、再现版
本韵味”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与先
贤对话的过程吧？

谷秋生：是的。我国古代，读书
人读书前会沐浴、更衣、焚香，诚其
意正其心，方可读书，非常恭谨。

每一本线装书也配得上这份珍
视，它本身就是记录历史的一部分。

与可机械化生产的现代书相比，
线装书印刷工序多、生产效率低，宣
纸印刷还需要频繁清理机器，防止出
现印刷空白，所以出版社在委托印刷
时通常需要提前一两个月，双方都需
要沉下心来，放慢节奏。

除了印刷古籍，我们还有修复古
籍的使命，力争做到“修旧如旧”。一
个简单的调色阶，也要带着恭敬心认
真对待，否则过淡则少了笔锋、浓了
则过于厚重。

当然，我们也在保持现有工序的
基础上进行了大范围创新。从前打书
眼采用纯人工手法，容易模糊、深浅
不一。在不断实践中，我们积极进行
设备改造，采用凸版印刷，效率提升
了十几倍，操作却更为规范。

一书一页蕴含天地世界，一针一线尽显工匠精神。线装宣纸图

书，最具中国元素。

坐落在吴桥的金鼎古籍，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线装书生产厂家、长

江以北最大的古籍线装书生产基地。

从巨著《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原版原样影印出版，到《中国历代

碑刻书法全集》等多部国家级重点图书“修旧如旧”的执着匠心，从

起草《线装书籍要求》等多项行业标准，再到建立线装书博物馆、探

索古籍数据化……古籍印刷对于谷秋生而言，有找寻千年文脉的厚

重，有传承古法技艺的责任，更有在发展中创新的担当。

期待文化产业期待文化产业
带沧州带沧州““出圈儿出圈儿””
素 心

因为电视剧《狂飙》热播，广东江门
市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各级媒
体、专业旅行网站、自媒体争相把目光聚
焦“京海”，也因此诞生了无数爆款媒体
作品，阅读量过亿。江门市也在半个月内
稳居微博旅游热搜前三名。相关数据显
示，1月14日至30日，江门市相关景区消
费人次环比增长近5倍。

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是旅
游的灵魂。当前，文化产业赋能旅游业
让城市“出圈儿”的现象屡见不鲜，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正受到各地的普遍重视。

“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亮
我一路前行……”随着歌曲《早安隆回》
风靡网络，很快就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
超过百亿次，引得千里万里外的游客纷
纷“一路前行”来到湖南邵阳的隆回县城

“打卡”。
爆火、流量、网红……无疑是极大的

利好。对于更多地方而言，亟须思考的是
如何将当地的文化通过各种媒介有热度地
传递出去，从而带动一座城市“出圈
儿”，继而把短期热度变现为长期红利。

被文化赋能的旅游业之所以繁荣，更
多是源于文化资源的黏性、城市的文化底
蕴、景区特色展现出的人文气质。也因
此，有人说，想让一座城市“出圈儿”，
优质的文化旅游资源、创新保护开发利用
路径、适宜有效的营销手段，三者缺一不
可。

多年前的热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
和 《神医喜来乐》，如果换作在今天播
出，或许也能掀起观众“来沧州看一看”的
高涨热情。但今天的沧州不必感叹“生不
逢时”，一来我们依然可以借助新的优质
影视作品来宣传；二来影视剧绝不是唯一
的宣传方式。

平遥古城之所以吸引人，绝非仅只因
为那穿越千年的古城墙、全国文庙中仅存
的金代建筑，也同样火热于《又见平遥》
这种大型实景演出，火热于关于晋商之道
的血脉传承。《又见平遥》从一张图纸变
成一块山西旅游的金字招牌，用了10年。

从一座剧场发展到一个文化产业园
区，从一场大剧演变成一个文化旅游产业
集群的革新。平遥古城的实践，应该能够
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与启发。

盘点我们的文化产业，不难梳理出独
属于沧州的文化珍宝。

如近年来吴桥金鼎古籍印刷厂火热的
沉浸式游学体验，就吸引了周边大批中小
学生前来。

可以想象，一本精美的古籍线装书，
用料考究，裁纸、印刷、折页、齐栏、压
平、定捻、裁切、打眼、扣面、缝线、贴
书签、印字根等18道传统工艺，都需要
精巧的手工完成。

学子们在带走人生中第一本亲手制作
的线装书时，收获的将不仅是独一无二的
仪式感，更有对传统手工装裱非遗技艺的
传承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

毋庸置疑，文化名片全方位的表达与
体验可以更好地赋能文旅，带动地方经济
发展。我们现在亟须做的，就是找到这个
让自己城市“出圈儿”的“流量密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

沧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导企业

开辟发展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

能、新优势。

转换赛道转换赛道
做高维竞争者做高维竞争者
本报记者 吕 坤

为沙特造油管

近日，在位于盐山县的河北海乾威钢管有限公
司，全智能化生产流水线旁，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赶
制订单。

流水线上，是1万吨大口径埋弧焊直缝钢管，在
这里走下生产线的钢管，不仅生产速度快、质量高，
且成型后应力分布均匀、管体形状规则，颇受客户欢
迎。

这批钢管是为沙特石油天然气管道项目量身定做
的，不仅工艺好、质量高，还可以通过电脑、手机
APP实时监测在线生产质量和进度。

从能承受550℃的高温高压钢管，到能抵御-70℃
极寒气候的低温钢管，对于海乾威而言，统统不在话
下。也正因此，在行业内耐-30℃的低温钢管生产尚
有技术难度的时候，海乾威耐得住-40℃低温考验的
钢管却已实现常规化生产，并凭借过硬的实力在国际
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举拿下俄罗斯 8000多吨的
石油天然气管道订单。

作为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规上企业，海乾威集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专业生产大口径直缝钢管，
年产量达 15万吨，每年的研发投入也达到总收入的
30%。

近年来，海乾威持续加大技术资金投入，强化创
新驱动，联合国内顶尖科研机构进行研发攻关。目
前，公司已获得专利 23项，依靠科技创新，增强企
业市场竞争力，成为管道装备产业集群的领跑者，进
一步助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离雪场近就是离市场近

在位于海兴的河北宏康体育器材有限公司，机器
轰鸣，工人们正操作焊接机器人焊接看台支架，公司
上下百余人全力以赴、加班加点，赶制完成浙江客户
的订单后，等待他们的还有部分出口订单。

设备转起来、销售跑起来，订单也多了起来。春
节假期刚过，企业订单就一个接一个安排上了，比去
年同期增长了约20%，可以说是档期满满。

宏康自主研发的体育器材产品有200多种，年产
值约1亿元，产品远销国内外。

近年来，以冬奥会为契机，海兴县探索出一条冰
雪体育的发展之路。

在海兴红旗体育器材有限公司，仿真冰场、冰壶
赛道、冰滑梯3个系列的液态仿真冰项目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不仅实现了产业跨越式发展，还增强了企业
创新能力、提升了产品科技含量，产品远销北京、福
建、山东等地。

而益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推出的液态合成冰材
质的陆地冰壶道，也因其仿真度极高，成本更低、安
装便捷，广受用户追捧。

离雪场近，就是离市场近。
海兴县通过政府引导、重点扶持，大力推动体育

器材产业发展，逐渐形成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特色产业集群。目前，海兴县注册体育器材企业
216家，“专精特新”企业4家，成立省级研发机构企
业 3家，从业人员 9000余人，体育产品种类 200余
种，去年产值已超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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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您打造的中国首家线装
书博物馆，如今已经成为沧州的一张
文化名片。

谷秋生：2000年初的时候，国内
做线装书的企业不足10家。20年过去
了，国内做线装书的企业仍不足 20
家。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抢救古籍经

典，身处行业中的我们，责无旁贷。
金鼎古籍线装书工艺是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也是线装书行业唯一一
家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河北省十
大文化产业。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线装书工艺传承人，
2019年我主持起草了国标《线装书籍
要求》，同时参与国标《印刷技术色彩
打样系统要求》 和 《骑马订装订工
艺》的行业标准的制定。

对于我们，整理好古籍善本是当
下的任务，也是在为迎接下一个文化
高潮的到来铺路。

2016年，我们在吴桥投资兴建了
国内首座线装书博物馆，主要以陈列
展览古籍图书和工艺流程为重点，收
藏了铅活字、木质雕版等印刷工具，
以及大量方志、家谱、国学、佛学等
古籍经典，共有 19个展厅、超 7万册
藏书。同时，馆内保存全套的雕版、
活字等中国传统的印刷工艺流程，并
陆续开展一系列非遗培训与展示展演
活动，中小学生可以来到博物馆研
学，近距离参观线装书的印制工艺，
还能亲手缝制属于自己的第一本线装
书。

记 者：古籍传承也需要借力现

代化手段，对此金鼎做了哪些工作？
谷秋生：古籍的印刷、修复、数

据化，是我们面临的几项重要任务。
近年来，金鼎每年都要投入数百万元
购置现代化印刷设备，用现代书的规
模印刷创收，为古籍的出版修复探索
提供经济支撑。

博物馆也积极开展“自我造血”
工程，金鼎拥有一批文化艺术学者组
成的金鼎古籍研发中心，陆续和故宫
等文化机构合作，开发出一系列的
文创产品，包括线装笔记本、册
页、笺谱、殿试卷等，深受年轻人
喜爱。除此之外，博物馆和线装书
局开展合作，建立大型古籍图书数据
库查询系统，集加工、检索和浏览于
一体，为用户带来全新的古籍数字化
加工，强化宣传推广，让中国博大精
深的传统文化在新平台上得到展示和
传播。

在北京东三环，金鼎与北京印刷
学院合办的古籍体验馆——北京“崇
贤馆”东三环 SOHU店已经运营，吸
引了越来越多喜欢线装书的读者。

线装书承载了中华文脉，把它普
及到千家万户，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赓续，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做一张沧州文化名片

爬坡过坎提振信心爬坡过坎提振信心··对话沧州企业家对话沧州企业家③③

古籍印刷的守正与创新古籍印刷的守正与创新古籍印刷的守正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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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听说吴桥古籍线装书博
物馆珍藏着一套与《永乐大典》《四库
全书》齐名的“镇馆之宝”，而这一巨
著，竟然是金鼎古籍的“出道”之作？

谷秋生：是的，这套书是被称为
“大清百科全书”的《钦定古今图书集
成》。全书 5020册、520函、50余万
页、1.6亿字，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
体例最完整的一部古代类书，天文地
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
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
牧、医药偏方无所不包，可谓图文并
茂，也是我国铜活字印刷史上最大的
一部图书。

21世纪初，我们在吴桥开发区新
建了厂房，正当为选新项目踌躇满志
的时候，有朋友引荐中国国家图书馆
正与齐鲁书社联手推出雍正版《钦定
古今图书集成》影印版再造工程，要
求印厂以宣纸印刷、古式线装，原汁

原味地恢复其古时模样。此前，因为
印制成本昂贵，尚未有一家出版社对
本书依照原书尺寸再版。

记 者：从现代印刷到古籍制
作，这对企业而言是彻底的转型和突
破。一上来就是这样的重头戏，让您
勇于接受如此大挑战的最重要原因是
什么？

谷秋生：我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文
化复兴的充分自信。

线装宣纸图书，最具中国元素。
它集合了造纸术和印刷术两大古老发
明，制作考究，凝结了古人的智慧，
一本质量上乘的线装书至少可以保存
500年以上。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其散发的魅力和价值将会
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记 者：要做到还原古书风貌、
再现版本韵味，金鼎面临了怎样的挑
战？又如何实现突破？

谷秋生：对于当时的我们，做线
装书无论材料、工艺还是设备，每个
环节都有无数的坎儿需要攻克。为
此，我 4次“下扬州”请来技艺高超
的印刷师傅；遍寻质量上乘的宣
纸，改造定制适合宣纸的印刷机；
组织 16 人的编撰小组，配合出版社
进行图书资料的整理……历时两年 8
个月，这套书终于重磅呈现，得到
国图和出版社的一致好评。

此后，金鼎先后印制了《四库精
编》《中国历代碑刻书法全集》《御
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沧州武
术》及国学经典等多部国家级重点图
书。2012年 5月，金鼎又用了一年半
的时间，影印制作了中国最大的佛学
巨著线装古籍版《乾隆大藏经》，全书
共 7240册、分 720函，一举奠定了金
鼎古籍在长江以北最大的线装书古籍
印刷厂的地位。

“出道”即巅峰

稳经济 促发展 看行动
古籍装订延续传统手工技艺古籍装订延续传统手工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