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选择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整

个出版业最黄金的时间已经过了 ，电

子书开始兴起 ， 能翻阅的纸制书在衰

落 。 那时候我觉得未来的书可能是两

种形态 ，向两极分化发展 ：一种是电子

书， 这种书让我们在碎片化的时间、空

间里去做碎片化的阅读； 还有一种书，

就是发挥出我们可能忽略掉的书的功

能功用———它的物理空间的形态，包括

它的装置属性，以及它可以触摸的情感

传递的这种眼耳鼻舌身意的感觉感知

力的属性 ，还有就是收藏的属性 ，基于

这些属性制作的手制书，我觉得也是一

个方向。 当时喜欢电子阅读的人很多，

因为它是新兴起的 ， 也是时代发展所

需；相对来说做手制书的人可能不会太

多 ，因为它是人们不熟知的 ，而且制书

人既需要具备很综合的知识体系，还要

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和高效的执行能力。

所以我想 ， 我要做的话就要选一个竞

争力很小的 ， 最好是没有人跟我去做

的 ，那我做出来我就是 No.1，有自己发

挥的余地和专长 ， 所以当时选择了手

制书的方向 。 ”

“龙鳞装是一个长长的底卷，页子鳞

栉相错地粘贴在底卷上， 是可以有规律

地打开来、 有规律地收起来的一个手卷

的形态。 当时龙鳞装的出现并不是凭空

而来， 它有自己的历史背景。 在龙鳞装

出现之前，臣子们上朝手上拿的是手卷，

但手卷如果内容很长， 阅读检索起来是

不方便的。 如果把手卷变成上面的页子

鳞栉相错地粘贴在手卷或者底子上，就

大大缩短了手卷的长度， 同时你去翻阅

检索里边的内容也会更方便。 但是它有

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制作难度的加大。

当时做龙鳞装的人被称作‘宫匠’，就是

专门给皇室制书的人， 那时制书的人相

当于现在的金领这个级别。 ”

恢复了龙鳞装手制书工艺之后 ，张

晓栋做了《金刚经》，接着又用四年时间

做出了《红楼梦》。

“现在传世的龙鳞装的书籍只有一

卷存于故宫博物院 ， 叫 《刊谬补缺切

韵 》，是唐代王仁煦口述 ，由他太太吴

彩鸾书写的 。 吴彩鸾是一个抄书匠 ，字

写得非常非常美 。 我复制了一卷 ，这是

唯一的一个唐代复制品 。 清朝灭亡的

时候 ，溥仪逃跑时就带着这本

书出去 。 ”

“我们文明

的延续 ， 书籍

是最最重要的

一种媒介和载

体 。 我们去看

唐 、宋 、元 、明 、

清这些朝代的

书籍 ， 它们的

功能要远比我

们今天看到的

书 籍 更 丰 富 。

它们一定是知

识的结合体 ，是艺术家

的创作结果 ， 是文人墨客最

好的抒怀的表达方式之一 ，也是

材料跟工艺的精致结合 ， 同时它又

是真正的大家学者藏家甚至皇家的

珍藏珍玩 。 一个家里 ，如果你有书房 ，

书房里藏的书又都是非常精致精美的，

你这个家庭的风水跟环境，不单单影响

你当代，它会影响好几代人的。 所以我

们看到很多的大家，其实都是经过这些

熏陶的 。 这种东西是潜移

默化的 ， 是在你血肉里边

的。 只是有过一段

时间，我们的书，真

的很差。 ”

“第一次

做 《金刚

经 》 的时

候其实也

蛮 有 缘

分 ， 我觉

得龙鳞装

的形式特

别 适 合 呈

现 绘 画 和

文字 ，它会

给 我 们 带

来新的阅读体

验， 所以才会

去恢复龙鳞装并做

一些相应的改变。 最早

的龙鳞装的领口是没有

绘画的，它的页子是比较厚的

单页， 我把它变成筒子页，然

后在领口处做了长卷画的呈现，这样当

我们打开龙鳞装书的时候就是一条五

彩的金龙。 如果有风的话，它的页子会

轻轻地舞动，它上面的画就会像活的一

样。 当我们在翻阅它的时候，上面一幅

画会消失，另一幅画会不断地成长，这是

很有禅意的一种表达方式。 同时再去阅

读里面的经文， 会给你带来一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 所以这是我当时要去创作这

本书的初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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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栋：

恢复了龙鳞装手制书工艺的人
龙鳞装：

龙鳞装是古代书籍从卷轴向册页过渡阶段出现的一种装帧形式。龙鳞装又称鱼鳞装，也有人把

它叫旋风装。它的出现，不仅可大大缩短书卷长度，更增添了阅读的意趣。由于制作工艺极

其考究且繁琐等原因，它的制作技术已经失传，实物也仅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刊

谬补缺切韵》一件，幸好手制书传承人张晓栋将其工艺恢复。

张晓栋以一叶小舟，隔着历史的长河，像个取经人一样，把龙鳞

装从远处摆渡回来。

当我来到北京， 接触到了吕敬人老师， 他就跟我

说，做书不可能给你带来太多的物质财富，但它能够让

你快乐，能够游刃有余地在里面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不错，这正是我为之努力和向往的东西。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在心里埋下了一颗做书

的种子。 ———张晓栋

相比于卷帙浩繁

记录下的中华文明史，

传统手艺更像是一种微观

的存在。 它们常被史家寥寥

几笔带过； 它们常常隐身于

街头巷陌 ，看似微小 、传统 ，

却因手艺人的不懈改进而历

久弥新。 《中国守艺人》一书以

300 余幅精美图片，展现了各种

尚存民间、对现代人来说熟悉

而又陌生的传统手艺物件及

制作它们的精到技艺和工

序：削切、剪裁；熔铸、锤炼；

打磨、镶嵌；印染、装裱……这些手艺作品延续着技艺，融

汇着巧思，因而拥有了灵魂。 作者多年寻访民间手

工艺人， 为世人留存了这份带着温度和烟火

气的中国当代手工艺现状图。

《中国守艺人》

罗易成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龙鳞装《金刚经》长卷

▲龙鳞装《金刚经》内页

荨“我们打开龙鳞装书的时候就是一

条五彩的金龙。如果有风的话，页子会轻

轻地舞动，上面的画就会像活的一样。 ”

▲张晓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