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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

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也是“中央文

库”的保存地，具有丰富的红色档案资源。

一件件红色档案，蕴含着党的初心使命，记

录下党的心路历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

意义。然而，历经岁月的洗礼，它们存在不

同程度的破损，若不加以保护性抢救，或将

湮灭在历史深处。

在红色档案收藏重镇——上海市档案

馆，有这样一群人，始终在与时间赛跑，以

智慧和精进的技艺为红色档案延年益寿，赓

续红色血脉。为国守史、为党管档的他们是

红色档案修复师，肩负着守护红色记忆的神

圣使命。

说到档案修复师的日常，你的脑海中会

闪现怎样的画面？埋首故纸堆，在修裱台前

一坐就是一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任时

光流转？“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

部。”国家级档案专家（保管保护）领军人

才、上海市档案馆保护技术部主任张建明

说，红色档案种类繁多，仅以材质论就有纸

质档案、音像档案、实物档案等；破损情况

又复杂，有的需补边补洞，有的要脱酸、托

裱，有的需仿真复制，有的要数字化抢救保

护……面对不同的档案，得适配个性化、针

对性的保护和修复方法，甚至“一档一

策”。因此，修复师们须两翼齐飞：一面坚

守传统，在修复手艺上勤下“苦功夫”，“不

遇良工，宁存故物”；一面与时俱进，跟上

技术的步伐，以高科技赋能红色档案资源保

护利用。而在经年累月的磨砺下，团队的

12个人，从60后到90后，每个人都练就了

一专多能的本领。

红色档案插上数字化翅膀

午后的阳光洒在上海市档案馆的外墙

上，为建筑“镀”上了一层金色。记者首先

走进了档案库房楼一层的工作空间，这里被

打造为档案数据安全治理重点实验室。科技

感扑面而来，映入眼帘的是井然有序的各种

先进设备。

据统计，上海市档案馆馆藏重要红色档

案总量超过60万卷 （件）。以音像档案为

例，目前馆藏有9000多盘 （件），载体多

元，包括钢丝录音带、开盘式录音带、盒式

录音带、唱片、Betacam录像带、U-matic

录像带、VHS录像带、光盘等。随着时代

的发展，这些传统载体的播放设备许多已经

停产，保存下来的数量越来越少，面临无法

读取的风险。为了更好地保存、传承珍贵历

史，该馆对馆藏音像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

同时将原件放置防磁柜加以专业保护。截

至目前，已完成全部馆藏音像档案的数字

化工作。

档案数字资源激增，数据存储的问题随

之而来。“这是我们保存档案数据的重要保

障。”张建明指着一台ODA大容量光储存器

介绍道，别看它体积不大，里面能放30张

与磁带大小相仿的光盘盒，每盒光盘可储存

5.5TB的档案数据，理论上能保存100年。

旁边的一台机器，使用数字胶片技术保存珍

贵的、重要的、价值较高的档案数字资源，

保存时长可达500年。光磁融合一体机存储

设备，则结合了光、磁两种介质的优势，互

为备份。“它具有自动识别热数据、温数据

和冷数据的功能，使用频率高的数据会排在

前面，便于快速调取。”

科技为保护和修复赋能

“时代在发展，档案保护与修复也要跟

上步伐。”张建明从事档案保护与修复工作

30多年，最深切的感受是在科技引领下，

红色档案保护技术需要传承，也需要发展。

这些年，上海市档案馆保护技术团队在基础

理论研究、技术应用、课题研究、标准制修

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仅他个人，就获得

10多项国家档案局和上海市档案局课题研

究优秀科技成果奖，主持和参与5项国家标

准和档案行业标准制修订等，在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20多篇。

红色档案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1921年—1949年），这一时期

的档案纸张酸化比较严重，尤其是使用木质

纤维的机械纸，加上写印材料具有化学成

分，保存方式和保存环境受当时条件影响，

档案的纸张发黄变脆，造成纤维断裂，发生

掉屑现象。因此，对纸张进行脱酸是保护纸

质红色档案重要的一个环节。

上海市档案馆的库房有一间近200平方

米的去酸室，中间的操作台上摆放着多种检

测器械。只见修复师刘雅晶在档案上滴一小

滴蒸馏水，将pH值测定仪的玻璃电极垂直放

在其上，等待显示屏上数值稳定后，即可读取

pH值，快速且准确。pH值低于5须采取措

施，一旁的单页雾润脱酸机和整册渗润脱酸

机提供了解决方案。这项技术集合了多学科

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档案脱酸保护相

关技术的空白，更通过精准的测酸、脱酸流

程，显著提升了纸质档案的保存年限和抗老

化性能，使纸张耐久度提高3-5倍以上。

延长红色档案寿命，霉菌、病变处理同

样重要，上海市档案馆为此设立了理化实验

室。操作台一隅，十数个瓶瓶罐罐很是吸引

眼球，这是红色档案常见病菌的培养皿。

“给档案治病和给人治病的原理大致相似，

先对它们体检，然后进行病理化验，最终针

对不同的病情制定出最合理的‘治疗方

案’。”在实践中，档案修复师们发现，科学

手段的加入，能提升“治愈率”。

以上海市档案馆为周恩来家属修复的两

件周总理的白衬衫为例，一件是周总理

1954年出席日内瓦会议曾穿过的，另一件

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席国内重要会议时

穿过的。尽管家属一直妥善保管着，但随着

时间流逝，它们还是慢慢变黄，甚至泛起了

大面积的霉斑。保护技术部接手修复后，采

用生物酶去污技术，运用超声波一点点除去

衬衫上的黄斑、黑斑、污渍。两个多月的努

力，两件衬衫“旧貌焕新颜”，不仅霉斑被

清除了大半、颜色变白；相较以往的物理、

化学方法，这一生物学方法对衣物本身损伤

亦是最少的。

为了更好地为红色档案“治病”，上海

市档案馆与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

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多所院校及企业建立

合作，携手研发档案保护技术和培养人才。

比如，通过多特征融合图像超分辨率模型算

法，对红色档案数字化图像进行瑕疵修复、

上色、超分辨率重建等处理；建立大模型，

将档案保护技术理论和实践成果通过知识图

谱的方式清晰直观地表现出来，从而为红色

档案保护、修复方法、风险管理提供更科学

的保护方案。

传统人工修裱始终在坚守

在新技术不断更新迭代时，传统人工修

裱始终在坚守着，在一代又一代的“传帮

带”中靠双手传承。

一套托裱成册的王孝和烈士寄给家人的

信及遗书，是他于1948年5月至9月间在狱

中所写，共有50余封。最初拿到保护技术

部时，是散在档案袋里一叠大小不一的纸

片。大多是用铅笔书写的，有些正反两面都

有字迹，由于没有装订，摩擦造成了不同程

度的字迹模糊，纸张亦破损严重甚至出现洇

化现象。在副主任程望远的带领下，资深修

复师孟烨等从破损相对较重的书信着手。消

毒、去污、除尘、揭粘等前期处理自是不能

少。“最小干预”的修补方式，选材十分讲

究：修补档案的配纸要与原件纸张纤维、颜

色、质料、性能、薄厚等匹配，如遇材质

特殊的纸张需要找厂家订制。粘贴的糨糊

用天然的小麦淀粉熬制而成，根据纸张的

吸水性、厚度及修补部位的差异配制不同

浓度。补齐破损部位后，修复师们按照写

信的时间顺序，将书信用皮纸条一张张固

定好，再在书信中间加薄、透、光滑的隔

纸，既不影响两面内容观看，又保护了字

迹。两个月的全力以赴，这些大小不一的小

纸条最终在“妙手”下回春，汇成一本二十

几页的“时光相册”。

“档案修复师大部分时间在与物打交

道，必须耐得住寂寞。虽然难免有些枯

燥，但身处其中会有很强的使命感。不少

红色档案是孤本，留存至今非常不易，必

须把它们从我们手里完好地交给下一代，让

历史更为完整。”作为档案仿真复制主力的

李晨笑言，“好在同事大多是‘i人’，受得

了清冷”。

“我们的团队非常专业，拥有化学、生

物等相关学科背景，大家学习氛围浓厚、态

度积极向上，在去年今年举办的全国档案工

匠技能大赛上分别拿到了档案修复三等奖和

档案仿真复制二等奖。”看着身后摆放的一

排排奖状和证书，大家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

容。当然，档案修复工作也面临挑战，比如

人才短缺、全市从事档案保护修复的人员水

平参差不齐、标准规范的执行问题等。“我

们将竭尽所能，努力擦亮红色档案承载的红

色记忆。”

上
海
档
案
馆
修
复
团
队
与
时
俱
进
，以
先
进
科
技+

精
湛
手
艺
让
红
色
档
案
焕
发
新
颜

为
国
守
史
，﹃
一
档
一
策
﹄
擦
亮
红
色
记
忆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熟

悉的旋律再度响起，上海芭蕾舞团

代表作《白毛女》走遍祖国大江南

北，登上国际舞台，演出2000余场，

积淀成了上海这座英雄城市的红色

“家底”。走过60年风雨，《白毛女》

“青春版”中，许靖昆、郭文槿等00

后新生代演员已挑起大梁。

郭文槿说：“跳‘白毛女’很

难，但非常过瘾！”许靖昆则说：

“这个角色，我想要一直跳下去。”

他们从老一辈艺术家手上接过接力

棒，赋予这部红色芭蕾舞剧属于新

时代的生命活力。

上海财经大学、临港演艺中

心、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闽南大戏

院、柳州文化中心……今年国庆，

上海芭蕾舞团携“传家宝”《白毛

女》快步行进在巡演之路上。一个

甲子之前，这部经典原创舞剧诞生

在第五届“上海之春”的舞台上，

标志着中国芭蕾从无到有的突破。

展开 《白毛女》 六十年的记忆长

卷，是一代代艺术家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用炽热的青春和不懈

的努力铸就了这部经久不衰的舞

台精品。

“传家宝”亦是“试金石”

国庆前夕，《白毛女》最年轻

一代主演来到临港演艺中心，以

“年轻的城，年轻人的城”为题，

与来自上海中学东校的近500位师

生齐聚一堂，分享海派芭蕾经典之

作，庆祝临港新片区成立5周年。

许靖昆和郭文槿上台展示 《白毛

女》的经典舞段，孩子们看得津津

有味。“我们是00后，比台下学生

大10岁，大家有很多共同语言。”

他们希望通过年轻人之间的交流，

让观众对足尖上的红色经典有更直

观的认识，“当代青年应该了解这

段历史，珍惜现在的生活。”

在共和国的文艺舞台上，芭蕾

舞剧《白毛女》如同初升的太阳，

照亮了芭蕾中国化、民族化的美好

愿景。作品问世于1964年，由胡

蓉蓉、傅艾棣、程代辉、林泱泱为

代表的芭蕾元老带领上海市舞蹈学

校师生共同创作。1979年，上海

芭蕾舞团在“白毛女”剧组基础上

成立，接下了传承经典的重任，也

继承了《白毛女》中的艺术初心与

情怀。

在运用外来芭蕾语汇的同时，

《白毛女》借鉴了大量的民族民间

舞、传统戏曲以及武术等素材。对

于 00后演员来说，想在 《白毛

女》里挑大梁，必须闯过一个个高

难度“关卡”。比如“黑毛女”要

练“串翻身”，“灰毛女”要会“扫

堂腿”，“白毛女”要掌握“侧手翻”，“王大

春”与敌人搏斗时的招式则是中国传统戏曲

的表现手法。

每一代上芭首席和主要演员都从饰演

“喜儿”“大春”“白毛女”开始艺术生涯。

“ 《白毛女》 是‘传家宝’，更是‘试金

石’。”许靖昆从进团第二年起就加入了《白

毛女》的排演，从群舞跳到“大春”。“要从

基础步伐开始练，古典芭蕾一般前脚掌着

地，而《白毛女》却要脚跟踩实。而且‘大

春’一登台就是连续几个高难度大跳，如果

没有充分热身，就很容易受伤。”第一代

“大春”扮演者，今年81岁的舞蹈家凌桂明

曾手把手指导他排练。“录像看了无数遍，

还是比不上前辈面对面的点拨。从他们那里

传承的是红色基因。”许靖昆说。

以“心血”谱传承

2021年4月25日下午，许靖昆与郭文

槿第一次搭档主演《白毛女》，亮相上海国

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初登场的情形似乎

还在眼前，当时我才19岁。”郭文

槿告诉记者，上芭连演五天 《白

毛女》，他们这对00后组合是第四

组演员。“这是一部比我父母年龄

还要大的作品，凝结着上芭几代

人的心血，也是上芭精神的传

承。”每当跳起 《白毛女》，她都

会想起前辈们的叮咛：“每一个动

作，每一个表情，都要像雕塑一

般精准。精气神要饱满，要投入

更多情感，展现更多张力。”

此前，尽管郭文槿在侧幕看

师哥师姐们跳过几十场，也曾在

心中无数次模拟过自己登台的样

子，没想到演出时还是出了一点

小状况。“大幕拉开前，我演的白

毛女就应该化妆候场，但下午场

的准备时间太赶了，直到喜儿跳

完第三场，我才堪堪化完妆。结

果，没来得及热身就上台了。”郭

文槿回忆说，“刚跳完一场就抽筋

了，只能趁着演出间隙用滚轴压

腿，舒缓肌肉。”

《白毛女》第六、七场有很多

追逐片段，演员需要在舞台上来

回跑，舞蹈动作对力量、柔韧

性、爆发力等身体素质有较高要

求。“‘白毛女’的舞蹈难度大、

铺垫少，拿我们行业的话来说，

就是动作‘干’。”郭文槿告诉记

者，“白毛女”和“大春”相遇的

那场戏，她有一段独舞，要连续

完成32个高难度单腿转。“单腿转

从小就在练，但要一口气完成32

个，而且是在体力消耗已经非常

大的情况下完成，每一次都是咬

着牙顶下来的。”在主力腿处于疲

惫状态下还要继续做跳跃、旋转

等大动作，使她于2021年底遭遇

了左腿迎面骨骨膜炎的伤病。“刺

骨的疼，演出后要冰敷消肿，连

演几场时要吃止痛片，就怕在台

上疼得腿软。”

“相比古典芭蕾的高冷内敛，

‘白毛女’情绪外放。在舞台上，

演员可以毫不吝啬地直给，闯进

观众的心里。”在2001年出生的郭

文槿眼中，《白毛女》是一部真正

的“大女主戏”，她已经完完全全

爱上了这个角色。“她敢爱敢恨，

有着中国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的可贵品质。”

创新之作在路上

作为民族芭蕾舞剧的开山之

作，《白毛女》 有着“敢为天下

先”的闯劲。传承创新精神，上

海芭蕾舞团近年来打造 《闪闪的

红星》《宝塔山》 等多部红色舞

剧，目前正在排演原创芭蕾舞剧

《百合花》。新作剧本由王安忆执

笔、根据茹志鹃的同名小说改

编，舞剧进行了戏剧性扩充，聚

焦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

这部凝结了上海两代作家心血、母女佳缘

的原创舞剧，是上芭为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5周年而全新创作的红色题材

作品。

在舞剧构建的艺术空间里，“通讯员”

“新媳妇”“文工团女战士”因“借被子”而

产生交集，舞者们以独特的肢体语汇，将如

同百合花一般质朴、纯粹的情感娓娓道来。

许靖昆、郭文槿再次挑起大梁，出演“通讯

员”和“文工团女战士”。“原著小说全文仅

5000多字，简洁而有力量。”郭文槿一遍遍

精读文本，反复品咂。“那些仅三两句话就

勾勒出来的故事场景，需要我们静下心来琢

磨，进而打开舞台上的想象空间。”

如何表现新兵的淳朴与羞涩？许靖昆又

碰到新难题。在总编导王舸的指点下，他每

天从上午“磨”到下午，甚至晚上。“排练

三人舞‘告别’时，我饰演的小战士已经牺

牲，这是一段触碰不到的灵魂之舞。当我挥

手告别舞台时，泪花不由自主涌了出来——

那一刻，我知道，角色已经住进了心里。”

红色经典《白毛女》依然鲜亮，创新之

作《百合花》静待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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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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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宣晶

■本报记者 李婷 见习记者 臧韵杰

 张建明从

事档案保护与修

复工作已经有三

十多年。

本报见习记者

臧韵杰摄
▼档案修复

师大部分时间在

与物打交道，须

耐得住寂寞。

（上海市档
案馆供图）

《白毛女》“青春版”中，许靖昆、郭文槿等00后新生代演员挑起大梁。（上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