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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為考察傳統材料製作源頭與精進文物保護與裝裱技術，以作為保護臺博館藏

上千件的紙質類與珍貴書畫藏品之實際執行參考，本考察參訪浙江、江蘇、與安

徽一帶之博物館與傳統材料製作工坊，針對傳統書畫顏料、印章與材料、書畫紙、

裝裱綾絹等相關材料進行製作方法、材料特性與工藝技術保存之調查，並整理實

務經驗中累積的疑問向參訪單位作請益與交流；同時透過參訪博物館，針對書畫

類與織品類藏品之展示條件與環境了解文物保護情形。輔以文字與圖片之紀錄，

以及歸納參訪觀察重點與心得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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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及目的 

臺博館藏中國書畫、紙質文物為數上千件，因年代多久遠，進行文物保存修

護時，常涉及傳統材質用料及技術傳統考訂，以為實際操作之參考，故有必要透

過實地考察及觀摩之方式對這些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以為後續保存修護工作的

參考。 

 

二、執行期程 

出國時間：自 100 年 11 月 23 日至 30 日，共計 8 日。 

【出國行程表】 

天數 日期 星期 行程安排 說明 

1 11/23 三 桃園國際機場�浙江省杭州市 啟程 

2 11/24 四 杭州市（富陽造紙廠)   

3 11/25 五 杭州（絲綢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西泠印社）  

4 11/26 六 杭州市�蘇州市  

5 11/27 日 蘇州市（蘇州博物館、姜思序顏料廠）  

6 11/28 一 蘇州市（絲綢博物館）�安徽省涇縣  

7 11/29 二 涇縣 (紅星宣紙文化園區、小嶺造紙廠群)  

8 11/30 三 涇縣�南京�桃園國際機場 回程 

 

 
【行程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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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察及拜會內容 

 

(一) 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市 

 

杭州為中國七大古都之一，亦有「絲綢之府」、「魚米之鄉」、「人間天堂」、

「茶葉之地」等美稱。自古文人雅士聚集之地。此地主要參觀景點為「浙江

省博物館」、「中國絲綢博物館」、「西泠印社」、「中國印學博物館」以及至杭

州市周邊的「富陽」參觀傳統元書紙造紙工坊。以下依參觀順序報告： 

 

1. 富陽： 

 

「富陽」古稱「富春」，因富春江命名；位於滬、杭、甬"金三角"的交匯

點，與杭州毗鄰，是歷史上著名的古城，素有"土紙之鄉"的美稱。手工造紙

溯源於漢明帝時代，距今已有 1900 多年的歷史。 

 

當地使用嫩竹做原料的「富陽竹紙」，古稱「赤亭紙」又稱「元書紙」。

早在東晉南北時期問世，距今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了。唐宋以降品質「製作

精良、潔白瑩潤」為人稱道。北宋真宗時期被選做「御用文書紙」，因當時

的吏部大臣謝富春愛用赤亭山生產的此種紙，皇上見其書寫奏章字跡清楚、

紙質潔白、手叩有音、聞有素香，不同於當時朝廷通用的「棉藤紙」，經試

用後定其為貢紙，謝公接旨後招集吏部官員研究確定了紙的規格產量並供奉

朝廷，故又名「謝公箋」。後來因為每年皇帝元日天壇廟祭（又稱元祭）時

用以書寫祭文，故名「元書紙」。光緒時的《富陽縣誌》紀載：「竹紙出南鄉，

以毛竹、石竹二者為之，有元書六千五百塘、紙昌山、高白、時久、中元、

海紋、段放、京放、京邊、長邊、鹿鳴、粗高、花箋、裱心等，名不勝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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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邑中出產第一大宗。」長久以來為朝廷錦夾奏章和科舉試卷之用，曾有「京

都狀元富陽紙，十件元書考進士」之說。 

 

本次拜訪單位為「浙江富陽湖源新三元書紙品廠」，仍保留傳統的製造工

藝，採用深山的毛竹為原料，與明朝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裡描述的工法無

太大出入，但是據紙廠負責人李軍偉先生與其夫人潘小英女士表示，現在在

（1）尺寸（2）顏色方面做改良。原本小張的尺寸（未詳述尺寸）改為四尺、

六尺及尺八屏；顏色則除了竹紙原本帶偏綠的黃色，稱之為「本色」，亦使

用化學漂白竹漿稱之「漂白」兩種色澤。 

 

現今除轉動石輾將獸力改為電動之外，其他工序仍依傳統以人力主要生

產，且富陽湖源地區許多人家都以此為業；相較於同村的鄰居多半生產所謂

的宗教用「迷信紙」為主，李家似乎是唯一講究品質改善，致力生產「中高

級書畫用紙」，或近年興盛的印製古籍用紙為主。 

 

竹紙製作流程先是砍筏嫩毛竹，將其破碎並截成適當長度綑綁後，置於

水塘以水及石灰浸泡，在堆置發酵，至竹片軟化後再置入煌鍋蒸煮，接著清

洗後，上述程序可能反覆進行，視成品精緻度有的會加鹼處理，有的會漂白

漿料；待所有過程沖洗淨後，經過石輾搗料後再打漿，此時酌添加紙藥或填

料，即可開始撈紙。此處抄紙多為單人操作，紙架上輔有吊繩連與重槌與竹

竿，利用槓桿原理使盪料入簾後抬簾較省力；抄紙架提把是作為盪料入簾的

主要施力處，抄製時紙架手把與合起，左右兩端的擋片壓住紙簾。抄完架於

可前後滾動的桿子上，再將掀開，手把向外開並連動翻開擋片，紙簾便可掀

開。抄製成一整疊紙豆腐後，鋪疊的尼龍篩網與木板壓乾，有的紙張成品可

見編織痕跡即為此時造成，壓成紙磚後即搬運至烘紙房進行烘紙。烘紙房為

於戶外燒柴加熱，屋內築有充滿熱水的鐵牆，烘紙師傅一年四季皆要在濕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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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下工作，相當辛苦。鐵牆不時要刷上稀漿糊水以幫助接著，但也須時

常清理紙渣以免產生雜質。師傅為更容易揭紙會在紙磚邊吹氣分離紙張，小

心揭紙刷於熱鐵板上烘紙，完成揭下堆疊，經整理成疊後有的裁邊，最後包

裝販售。 

 

參觀行順道參觀了紙廠新開發的藝術村籌備處，選址於元代畫家黃公望

之隱居之地，充滿竹林美景的地方。當日恰巧遇到兩位斬轉認識萍水相逢的

友人並承蒙接待：浙商銀行城西支行的盛爭朝行長以及浙江工商大學藝術設

計學院俞文榮副教授，除了解決了遙遠的交通問題，更透過他們學習了許多

杭州與富陽地區的人文歷史知識，也更暸解杭州人雅緻生活的底韻，這對於

首次接觸大陸的我來說實在難忘，亦甚感在心。 

 

  

富陽造紙使用的原料為毛竹 紙廠在富陽鄉下的山區水質清靜 

  

用來劈毛竹備製漿料的各種工具 李大叔示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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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人家門前都有漚竹的水塘 水塘依照不同時間與階段區分 

  

竹料搥碎綑綁浸泡 石灰浸泡 

  

毛竹漚到手掐得動的軟度 堆置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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漚軟的竹料堆 蒸煮 

 

 

被戲稱煮豬八戒的鍋蓋子 燒柴煌鍋 

  

壓乾 改良式電動石輾(未漂白漿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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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式電動石輾(漂白過漿料) 水泥堆砌成的打漿槽亦為電動 

  

抄製(頂端有槓桿原理連動較省力) 

抄紙架提把是作為盪料入簾的主要施

力處，抄製時紙架手把與合起，左右兩

端的擋片壓住紙簾。 

  

抄完架於可前後滾動的桿子上，再將掀

開，手把向外開並連動翻開擋片，紙簾

便可掀開 

抄製成紙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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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為壓乾後之紙磚 壓乾時鋪疊的尼龍篩網與木板 

  

吹氣分離紙張比用手直接揭容易 小心揭紙刷於熱鐵板上烘紙 

 

 

紙磚末端會有尼龍篩痕此時可刷撫平 完成揭下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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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牆不時要刷上稀漿糊水 烘紙房外觀可見中央燒柴爐火 

  

成品修邊整理可販賣 限量紀念版竹盒精裝產品 

  

於黃公望隱居地設立的藝術村 提供駐村藝術家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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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紙廠老板李家人及友人共進午餐 
飯後龍井茶配著大媽剛炒的南瓜子，暖

在心裡。 

 

2. 中國絲綢博物館（地址：杭州市玉皇山路 73-1 號。免費參觀。） 

 

於 1992 年成立的「中國絲綢博物館」為中國首座專門針對絲綢相關專業

所成立的博物館，屬於浙江省省屬副廳級事業單位。館舍與佔地相當大，且

位於西湖畔，參觀群眾相當眾多。參訪當日租用杭州市政府的公用腳踏車，

沿著風景優美的西子湖騎到博物館，相當宜人舒適。博物館於 2004 年再度

改造基本陳設與館區環境後，以絲稠的故事與絲綢工藝為主軸，一方面從歷

史與文化角度介紹中國絲綢由來與如何影響生活，並展出精采的絲綢服飾，

同時亦講述中西文化交流的關鍵「絲綢之路」的丰采。令人印象深刻的，且

為此行收穫豐富的，為「絲綢工藝」的科學與傳統工藝技術的展示，先從動、

植物面向探討養蠶的多元面貌，再從科學與傳統工藝等角度介紹染織與織造

的流程，除了復原傳統織具並有專人現場示範操作；展示手法方面，輔以

3D 動畫影片向大眾教育仿古復原之機械結構與原理，相當值得學習。 

 

此外，為保護文物減低照度，避免纖維劣化與染料褪色，館內陳列織品

文物之展櫃與展廳，皆採用感應式漸層開關，觀眾初進展廳時僅有光牆說明

牌引導，待接近展櫃時會感應啟動文物櫃燈源開關，並且以漸亮至漸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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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適當時間閒距開關。另外，還有一小型展櫃設置「實驗角」，擬做為光

老化對植物性染料之測試。展櫃內可見指針式溫溼度儀以及除濕機調節溼

度，雖然一些作法與台灣不盡相同，但是原則與目標同為保護文物，足見該

館對文物保護的重視。 

 

  

中國絲綢博物館外觀 從歷史文化方面講述絲路 

 

 

出土殘片（複製品） 織造公文書(數位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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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品以絲綢工藝文物為主 展場（說明紡織結構） 

  

展場（年代衣著風格） 展場（主題式展示法） 

  

展廳平時燈光微弱，設有感應式開關漸歇開關展櫃內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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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老化對植物染料的影響試驗 展櫃置有指針式溫濕度儀和除濕機 

  

桑與蠶生態單元 燈箱展版、多媒體配合植物標本展示 

  

蠶甬與蠶絲之化學物理特性 蠶絲數學與各種纖維性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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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示展示（種桑養蠶農家） 

  
仿古縷絲機具搭配多媒體展示機具構造與運作情景 

  

展場（紡織工藝） 絲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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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傳統織具 師傅現場示範製作綾絹 

  

師傅熟練的紡織技術令人讚嘆 光澤動人的手造綾 

 

參訪當日聯絡了文保科學家周陽老師，多虧了她的接待與介紹，可以有

較多的時間與機會向示範紡織綾絹的師傅請教問題與拍攝照片。接著在她的

帶領之下，從展覽館轉往十多分鐘車程的文物保護中心繼續參訪。修護中心

為鬧中取靜的一間四層樓平房，出入登記、門禁管制與監控並要換鞋套或室

內拖鞋。文保中心主要進行科學分析實驗、文物保存維護與修護工作。文保

科學實驗室主要進行纖維染料等檢測與分析，一些地方博物館挖掘的古代的

殘片會送到此中心進行分析，除了兩名專職科學研究員，另外亦有與相關科

系合作進行研究生與實習生之計畫。設備包括基礎化學實驗設備、顯微鏡、

電子顯微鏡、紅外線分析儀、HPLC 染料分析等，並陸續採購中。把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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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請教本館織品染料鑑定相關問題時，周老師表示很樂意續談合作可能，

畢竟地緣與文化相近，兩地的文物材料其實相近且有可觀的資料庫可參考比

對。 

 

文物保存維護部分參訪當時正在進行一個旗袍服裝展的準備工作，該展

預計先至北京國家大劇院再到各地巡展。工作人員自行以羊毛氈縫製人型展

示服裝，好處是可自行操作量身訂做、輕巧、可互疊、省空間，並好運送。 

 

織品修護室約有兩名修護師與六名助手。現正進行案例為別館委託進行

之南宋鎮江的絲製服飾。特別花了些時間與修護師針對織品修護設備與工具

材料進行交流。工作人員須著髮套、實驗衣及鞋套工作。環境設備除簡單收

存櫃架之外，重點在大且平穩的桌面（有時連乒乓球桌也拿來併用）。桌面

先鋪一層鐵板，再分別鋪上薄棉胚布以及塑膠膜，文物置於上方進行加襯處

理，該件絲製服飾特別薄，修護師依情況判斷後使用版模紙片上的間距下

針，以小且薄片的磁鐵（鍍鋅或是包覆布的黑磁鐵）固定織品，工作不戴手

套以保持敏感度，加襯使用「縐絲紗」（為天然蠶絲，與外國 crepeline 同）

襯起，整體結構較安全好持拿，顏色由於多數老化織品皆為咖啡色，所以製

作時統一染製仿古色，染製好的縐絲紗直接抽出經緯線作為縫線。未工作區

塊以 Tyvek 覆蓋保護。整項工作預估需要 3 個月時間完成，預計將懸掛展示。

磁鐵亦廣泛應用於織品的展示上，不論是加拿大皇家博物館大呎幅的紡織品

展示背面貼條或是廣東省或首都博物館展示書畫時皆應用磁鐵展示。展示書

畫時之彎翹情形可以綾絹包覆磁鐵吸附改善。參訪最後亦針對手工現裝書使

用的絲線作討論，認為絲勞度與美觀較棉線好，材料來源雖杭州也有，但聞

名的蘇繡比較推薦。最後，周老師還致贈絲綢博物館之出版品作為日後查詢

資料之參考，    並給予許多專業上的鼓勵，此行看到她與其工作團隊專業的精

神，相當佩服且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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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護中心為鬧中取靜的一間四樓平

房，與博物館有一小段距離。 

出入登記、門禁管制與監控並要換鞋套

或換室內拖鞋。 

  

研究生與研究人員討論計畫 HPLC 分析儀器 

 

 

受委託進行纖維染料等檢測與分析 地方博物館挖掘的古代的殘片會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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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心進行分析 

  

化學實驗室 
旗袍服裝展，自行以羊毛氈縫製人型展

示服裝，輕巧、省空間、並好運送。 

  

織品修護室一角 
依紙片上的間距下針，以小且薄片的磁

鐵固定織品。 

  

染製好的縐絲紗用來做織品修護之襯

托，或抽出經緯線作為縫線。 

包覆布料的黑磁鐵、鍍鋅薄磁鐵片與相

關修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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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製絲線 與周陽老師合影 

   

3. 浙江省博物館（地址：杭州市孤山路 25 號。免費參觀。） 

 

浙江省博物館主要館「孤山館」位於西湖畔近白堤，風景優美遊人如織，

尤其 2004 年起開放免費參觀之後更是遊人必訪之處。該館為省級綜合性人

文科學博物館，館藏文物達十萬餘件。其中河姆渡文化的陶器、漆器、木器、

骨器和象牙製品，良渚文化的玉器和絲織品；越國的青銅器，越窯、龍泉窯、

南宋官窯等窯口的青瓷，會稽古銅鏡和湖州古銅鏡；明清浙籍書畫家的作品

等，均為聞名遐邇的文化瑰寶。 日前來台展出的「富春山居圖」剩山圖卷亦

為館藏珍品。（前日還與俞教授聊到此卷十分珍稀，即使住在杭州的他也沒

機會看到，日前山水合壁在台北故宮展出時，他還相當想趁機會來台參訪，

可惜因故未能成行，相當遺憾。）參方當天有部份展廳維修整理中未開放，

僅參觀「竹韻-慈溪木藝堂藏古代竹雕藝術品特展」以及「青瓷擷英-宋窯精

品特展」，展品質與量皆不錯，只是館舍與展示檯稍嫌老舊，清潔不佳，觀

感上的確稍打了折扣了。 

 

省博孤山館東側緊臨著「西湖美術館」為第一所高等美術學府「國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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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學院」之舊址，現為專為美術品開設的分館，參訪時正展出「寧夏岩畫特

展」、「取精用弘-館藏歷代美術名家珍藏庫作品展」「渴筆膠墨辣字訣-館藏

黃賓虹焦墨畫展」等。不知是否是配合岩畫特展，美術館一樓設有拓片製作

區，提供民眾實際體驗學習擷取石刻上的影像，是在大陸的博物館看到少有

且活潑的教育活動。寧夏岩畫特展展現原始藝術的面貌，策展選件與一般美

術館比起來較有新意；歷代美術名家珍藏庫作品展則較為一般美術館的展

示，作品質量不錯，算是有幸飽了眼福。最精采的莫過於水墨大師黃賓虹的

焦墨展，筆者在學生時期主修的是水墨，景仰多年的大師作品在眼前，雖選

件多為小品，但可藉此一窺藝術家創作發展之脈絡。 

 

  

浙江省博物館外觀 展區示意圖 

  

「竹韻特展」展出古代竹雕藝術品 展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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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擷英」展出瓷器 展場一角 

  

浙江省博西湖美術館外觀 館內拓片製作教育活動區 

  

「寧夏岩畫特展」展場 岩石上的原始藝術為策展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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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精用弘」特展展區 展示精品文人書畫 

 

 

「渴筆膠墨辣字訣」特展展區 以館藏水墨大師黃賓虹焦墨畫為主 

 

4. 西泠印社 

 

中國傳統金石篆刻最歷史悠久也是最首屈一指的文人學術社團非「西泠

印社」莫屬了。創立於清光緒三十年(西元 1904 年)，坐落於風景優美的西湖

畔近孤山與白堤，社內園林幽靜雅致，處處遺留著歷代文人謬思景致與墨刻

題字。以浙派篆刻為始，天下文人聚卓精擅篆刻、書畫、鑒藏、考古、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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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每年春秋兩季雅集，亦不定時聚會、品茗清談、詩詞吟詠、鑑賞珍藏、

辦展、開學術研討會、出版等，保存交流傳統文人氣質的文化型態。主要博

采旁搜的典藏皆聚於「中國印學博物館」與其圖書館中。2009 年，由西泠

印社領銜申報的“中國篆刻藝術”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

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進一步確立了西泠印社作為篆刻傳承代表組織和國際

印學中心的地位。在國際享有相當高的讚譽。 

 

參訪時除了陶醉於精緻的圓林景色之外，更是神遊遙想起金石書畫大師

吳昌碩當時當社長的情境。印社各處皆有展示作品、販售石材、用具的小單

位，品質參差需稍做功課了解。由於筆者工作的博物館有眾多古文書及書畫

藏品，當中用印的普遍當然不在話下，在此專門研究金石學的聖地，飽覽精

采作品與工具材料及相關文物，收穫頗豐。 

 

  

西泠印社入口外觀 園林景致宜人幽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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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處販售石材、用具與作品的單位 思古遙想歷代文人墨客在此創作 

 

 

中國印學博物館外觀 展廳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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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蘇省蘇州市 

 

蘇州市自隋朝史稱蘇州，建城早規模大，今古交錯，水陸並行河街相鄰，

唐詩人張繼一首「楓橋夜泊」將姑蘇城外寒山寺的鐘聲描述的引人入勝。蘇

州園林甲天下，四大名園中「拙政園」與「留園」即在蘇州。同時，也是一

座絲綢之府。唐宋時期，蘇州就是全國絲綢中心；明清時代，皇家高級絲綢

織品也大多出自蘇州織工之手。山水之勝加上園林之美，自古文文人墨客題

詠吟唱於此，可稱「人間天堂」。 

 

此地主要參觀景點為「蘇州博物館」、「姜思序顏料廠」以及「絲綢博物

館」至。以下依參觀順序報告： 

 

1. 蘇州博物館（地址：蘇州市東北街 204號。免費參觀） 

 

蘇州博物館眾所皆知的新館建築，為建築名師貝聿銘所設計，於 2006

年開放。但該館早成立於 1960 年，是以蘇州地方綜合性歷史藝術為主軸

的博物館。館藏文物約三萬餘件，但重要文物也有上千件，亦有豐富的

古籍善本。館藏文物以歷年考古出土文物、明清書畫、工藝品見長，是

蘇州地區文物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的中心。館址忠王府為太平天國

主要且保存最完整的歷史建築。博物館新穎文明，為中國博物館的良好

示範。 

 

參訪當日人潮眾多，所幸開館前就先去排隊進場才稍微可以好好觀

賞文物。新館建築果然兼具現代與傳統之美，採光充足；展示空間與色

調也很令觀者自在舒服，連展品布置固定的手法都與國際的博物館同

步，善用魚線、固定針、壓克力輔具等將文物安全的固定在展台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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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花了些時間觀察紀錄此部分。尤其因為筆者工作的博物館曾展出「蟲

藝與蟲學」特展，其中一些文人嗜好用品（例如鼻煙壺或蟈蟈罐等）在

展示佈置時遇到的一些問題，藉由觀察該館展示方式，亦獲得一些解答，

算是預期外的收穫。展櫃角落亦置有電子式溫溼度紀錄儀器監控環境條

件，展場溫控採中央空調方式，與筆者工作的博物館做法稍不同，本館

除中央空調另於各展櫃加裝除濕機心。 

 

二樓展示時正在展出「歷代文人畫竹珍品特展」，作品相當精采。尤

其是此行在浙江富陽先參觀了嫩毛竹所製造的元書紙，再接著於博物館

欣賞文人以竹為靈感所創作的作品，將各個季節各個角度竹子的千姿百

態呈現於筆墨間，甚至，當中一些作品推測很有可能也是繪製於竹料紙

上。同樣的，書畫作品常見的捲軸、手卷、冊頁、扇面等展示佈置的手

法亦為參觀的重點之一。 

 

既然是書畫，當然與裝池裱褙息息相關，尤其是「蘇裱」更是聞名

天下。蘇裱又稱「吳裝」，以素淨淡雅、挺拔柔軟、選料優良、裝製熨貼、

整舊得法、形式多樣、裱工精佳著稱
1
。明宣德以後，裝裱重心從杭州轉

移到蘇州。當時裝裱工藝上承唐宋遺制，經名畫家文徵明等精心揣摩改進，

技藝日臻完美。嘉靖、萬歷間達到全盛。裱工人才濟濟，名手輩出。明清

以來數百年間，承先啟後，自成一家，為世所重2。 蘇州博物館被納為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術保護單位，並於 2006年設立文物保護部，可惜未能

聯絡到安排參訪。但在展場觀賞眾多書畫精美的裝池，對於其材料、配色、

比例、工法等亦有所領略。其中幾件立軸看來為挖撞方法將畫心鑲入，但

                                                 
1 http://www.szmuseum.com/szbwgcn/html/xw/2011/0627/1070.html 查詢：2012/2/01。 
2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js.xinhuanet.com/fqjs/2005-09/07/content_506
9743.htm 查詢：201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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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材料與環境變化造成縮脹不均，若無背紙輔以調整，則會造成整體不

平整現象。當然上述為展場中單一案例，大多數的裝裱工藝還是相當精緻。 

 

  

蘇州博物館 舊館忠王府外觀 

  

新館外觀 兼具傳統與現代的建築與造景 

  

一樓展廳一角 一樓展廳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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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展出文人書房 博物館建築的空間層次與採光良好 

  

展場一角 摺扇、扇骨與扇面冊頁一併展出 

 

 

精緻的鼻煙壺已階梯式展台呈現 卷軸配合展櫃尺寸做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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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底座的蟈蟈罐以合成黏土固定站立 鳥籠以魚線垂掛 

  

依形狀特製弧度輔具固定枕擱 玉珮以加軟管之展示針固定 

  

展櫃角落置有溫溼度紀錄儀器 整館採空調式控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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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廊梯間採光充足 二樓展廳頂開天窗採間接自然光 

  

二樓展出書畫特展 展廳一角 

  

冊頁展示方式 手卷展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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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軸展示方式 藉機比較觀察蘇裱配色與比例 

  

手卷固定方式 冊定方式 

 

 

扇面固定方式 不平整挖撞裱料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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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姜思序顏料廠 

 

姜思序堂創設於清乾隆年間，為明末進士姜圖香的後裔，清初時姜

氏出了名畫家擅於製色故而聞名，後來因需求增加而發展成家庭小量生

產，乾隆時始在閶門都亭橋社店鋪並聞名全國。太平天國時一度停產，

由該店學徒黃石裔於東中市開黃繪林堂，而姜氏後裔姜少甫在其學藝後

進而恢復姜思序堂。民國元年(1912)後由徐、吳、薛三姓合股經營，其中

薛文卿為姜氏嫡傳藝徒，又勤於研究製色技巧，並請教畫家，故對每種

顏料性能、出處、優劣與調製研究精深。1955 年後顏料店改社建廠，幾

經拆建於 1979 年定名為姜思序堂國畫顏料廠。
3
據知在蘇州地區有零星

幾家廠。透過台中伯陶軒許老闆介紹，得以連絡到姜思緒顏料廠的張廠

長。工廠在金雞湖附近不太起眼的社區裡，參觀傳統國畫顏料與相關材

料製作情形，包括乾粉性礦物顏料、添膠顏料、印泥等。 

 

廠裡所產顏料品種有：石青、石綠、花青（靛青）、赭石、朱砂、胭

脂、泥金、泥銀、鉛粉、藤黃、雄黃、石黃、朱膘、洋紅等。產地分散

有的須進口。原料分為礦物性、植物性、動物性、金屬性及化工合成五

大類，產品型式分為塊狀、盅狀、粉狀、片狀等。 

 

原料為顏料製作之重點，不同顏料各有其來源與處理工序。植物性

顏料花青（靛青）是由製染料的蓼草採收、重複清洗、發酵、擂研等工

序製成，此行參觀的顏料廠是直接購入已處理成塊狀待進一步研磨對膠

的半成品。藤黃為植物性染料，是從一種熱帶金絲桃科落葉喬木的樹皮

                                                 
3 http://www.dfzb.suzhou.gov.cn/zsbl/258727.htm查詢：201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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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孔之後流出的膠質黃液以竹管盛接所製成。礦物研磨成乾粉類者，像

是石青、石綠或赭石等，除了張老闆自己收藏的一大塊綠松石之外，只

有看到架上備置好的顏料粉以及分裝成傳統紙包或裝瓶包裝好的部份，

前端研製工序則無法得知。礦物性顏料研磨後再經過機器式滾筒反覆壓

滾後，粉狀顏料沉析後秤重分裝成如藥包般的小包裝。對膠顏料則加入

動物膠以炭火滾煮之後，盅狀顏料直接分裝碟子風乾後包裝，片狀顏料

則置於塑料膜上風乾，最後再切成小片包裝販售。包裝仍保有傳統的小

紙盒與紅印章標示的包裝紙，不過由於陸續有客戶反應紙張撕去後仍容

易混淆顏料，因此也開始有現代鋁管狀的包裝。明礬與明膠亦手工分袋

秤裝。至於書畫用印的印泥，姜思序堂自 1979年起亦用古塔牌商標，精

製古塔牌八寶印泥聞名中外。印泥中相當重要的材料為艾茸，是將乾燥

的艾草葉以水反覆搓洗晒乾，經手工仔細挑除雜質留下纖維挑揀成艾茸

後，再與油料與朱砂或朱膘混拌裝碟。 

 

此行多虧有張廠長熱情接待，有問必答的讓我請教顏料相關問題，

還提供原料與成品的樣本作為參考研究之用，對於本來只能在美術用品

社或筆墨莊間接接觸中國傳統顏料的我，如今能直接到生產源頭了解製

作過程，實在大開眼界收穫豐富。還有另一題外話，參訪時適逢秋末，

有幸到顏料廠不遠的餐廳吃到陽澄湖的大匣蟹，實在齒頰留香，算是預

期之外的收穫，當然也得特別感謝當天本來在家等待媳婦臨盆快要當爺

爺的張廠長，臨回台灣之前打電話給他時已經開心的享天倫之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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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顏料聞名的姜思緒顏料廠 初抵工廠看來有點不太起眼 

 

 

劉海粟題匾 多虧有張廠長熱情接待 

  

各式顏料備製的情形 黑板上各種產品之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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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成塊狀之花青原料半成品 蟲膠原料 

 
 

張老闆收藏的綠松石為石綠之原料 待分裝之礦物性顏料粉 

  

加動物膠以炭火熬煮 加動物膠以炭火熬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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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經過機器式滾筒反覆壓滾 盅狀顏料直接分裝碟子包裝 

  

片狀顏料則置於塑料膜上風乾 風乾架 

 
 

顏料切成片待包裝販售 傳統小紙盒蓋印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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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裝顏料包裝 裝罐裝盒後出售 

  

明礬與明膠亦手工秤裝 現今亦較現代化生產包裝管狀顏料 

  

艾草葉晒乾後備用 重複搓揉清洗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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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手工仔細挑揀程艾茸 與朱砂或朱膘混拌裝碟 

 

3. 絲綢博物館（蘇州市人民路 2001 號。門票人民幣 15 元。） 

 

蘇州絲綢博物館坐落在蘇州北壽塔風景區內。以「絲綢之路」為靈

感配合神話與中國文字等元素設計展示與絲綢相關之文物。展示主題與

杭州的中國絲綢博物館比起來若干元素大同小異，但偏向主軸稍有不同

面向，可惜參訪時入口廣場以及內部一半的展廳正在整修中，展示陳列

也較為老舊，期望更新後能有新的面貌。一樓入口以螺祖等中國傳統神

話作為引導，首先進入「古代館」，以其珍貴的絲綢文物及模型、圖片，

展示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絲綢的起源，直到明清時期絲綢生產的沿革，濃

縮展示了中國古代絲綢史。展廳雖為了保護文物減低照度，與杭州的中

國絲綢博物館一樣有感應式漸進啟動燈光，但未進入展廳之前較未能有

適當的引導，稍微可惜。展示品中有諸多精采的，與出土殘片對照，可

使觀眾一窺文物原有風貌。櫃內光源看來是日光燈，但不確定，大多數

文物是以傳統類似”毛巾架示”的展示架吊掛服飾或布匹。 

 

接著單元是   「蠶桑居」，是根據近代農家養蠶栽桑的真實情景和桑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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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可以見到庭院裡栽種不同品種的桑樹，以及竹篩上活生生的蠶寶

寶們大口吃著新鮮的桑葉，陣陣聲響還真是令人感到頗震撼。最後面的

部份為「織造坊」，又是另一番景象，在這裏可以見到各種類型的古代織

機和傳統工藝的手工操作表演，猶如身臨明清時期蘇州絲綢業“東北半

城，萬戶機聲”的繁榮境地。博物館簡介雖說是有「織女們身著古裝作

現場表演。天鵝絨織機、漳緞織機、雲錦織機、腳踏梁絲機、綠絲機，

都在進行運轉操作，古代雲錦、彩經絨、綠絲等著名絲綢品種的織造過

程，在這裏都得到充分演示。」，但是實際上卻是只有五、六名大嬸邊聊

天邊織布，詢問請教的過程中也不太搭理人，令人感到挫敗。但是不可

否認的，其製作的仿古織錦珍的相當精美，透過大型花樓織機，再現了

各種色彩繽紛變化多端的織錦樣式。整體來看，此行雖仍有收穫但是該

館雖然已在進行整修調整，但是無論在硬體或是軟體上改進的空間都還

很大。 

 

  

蘇州絲綢博物館外觀 入口廣場正進行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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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廳看到整修中牌子 有一半的展廳未開放 

  

螺祖的神化意像作為大廳引導 另一頭為絲路的意像 

  

漸進式燈光保護文物但缺乏引導輔燈 展廳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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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以模型展示 出土殘片以玻璃片夾裱展出 

  

陸上絲路示意櫃 海上絲路示意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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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古複製編織工藝品 

  

出土文物展示 搭配民間書畫展示 

  

複合式展櫃配置 日光燈源與傳統”毛巾架式”的展示架 

  

桑蠶廳入口 桑農場景摹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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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體蠶食桑葉展示 傳統結蠶繭於稻草束上 

  

戶外各種品種的桑樹生態園 腳踏縷絲車 

  

桑農煮絲摹擬場景 理絲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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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示範區 織造示範實景 

  

多人操作的大型織機 精美的織錦仿古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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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徽省涇縣 

 

所謂的「宣紙」嚴格的講，應為生產於宣州（即今安徽省涇縣地區）以

青檀枝條之樹皮與沙田稻草混料手工抄製而成的紙張。涇縣籍近代名人胡韞

玉在《宣紙說》一文中寫到，紙之製造首在於料，料用楮皮或檀皮，以生於

山石崎嶇傾仄之間者方為佳料。用青檀皮製造出來的宣紙，吸附性強，不易

變型，抗老 化，防蛀蟲，壽命長，具有輕薄軟韌細白六大綜合特點。適量

添加燎草以調整其柔軟度；燎草作法是將收割的稻草去穗、撕枯葉、破節、

石灰浸後曬乾堆垛，1~2 年後使用，使用後經過蒸煮，灰浸等十幾道工序後，

搬運上山進行攤曬，經過風吹日曬揀練雷電等自然現象返循環作用，使其天

然漂白，純化的稻草潔白如棉柔而有韌週期 8-10 個月方可製成，製成的草

料即稱燎草。兩者製漿並配合精良做工可使紙壽千年，墨韶萬變的盛譽而馳

名中外。 

 

傳統書畫與裝裱用紙裡最高級的莫過於此地的宣紙，此行主要的參訪重

點在於了解宣紙的製作工藝以與保存修護與裝裱之材料技術做連結。透過許

老闆介紹，連絡了小嶺國海宣紙工藝廠的曹國安以及曹小榮先生兩兄弟協

助。除了鉅細靡遺的講解說明涇縣整個造紙產業的歷史、文化、製程以及趨

勢之外，亦大方帶我到各個地方參觀。主要參觀「中國宣紙集團公司紅星宣

紙文化園區」、「小嶺國海宣紙工藝廠」以及小嶺村附近的幾個景點和廠家。 

 

初抵涇縣時也許是洽巧近冬天了，沿路上一直都是霧濛濛的，不遠的山

坡上不是青檀樹林，就是一塊塊從灰、米、卡及到白等各種色階的稻草料，

有種寧靜卻又神祕的氣氛。進到山區更是霧大，道路幾年前才修鋪柏油，本

來都是泥濘的小路；偶爾可見原本是用來蒸煮紙料的廢棄傳統堭鍋，可見整

個地區都是以從事造紙相關產業為主。涇縣地區據說是北宋末年有一曹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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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位躲避戰亂遷至當地，因窮鄉僻壤山地無地可耕，因此將過餘的人力轉為

從事勞力密集的造紙業，雖交通不便但只要派人再銷往外地，後來品質越改

越優良也就聞名天下，因此大部分的當地人都姓曹。參訪期間遇到的人以及

看到路邊的公告也都映證了這點。現今除了各處都有製作各種等級書畫用紙

的造紙廠之外，市區也有一整條街專門集散買賣文房四寶的筆墨莊店面。宣

紙、徽墨及宣筆等都是鼎鼎有名的當地特產。 

 

  

涇縣鄉間景色 山坡上佈滿日曬的造紙原料 

  

路邊廢棄的傳統堭鍋 村裡的公告果然大多都姓曹 

 

1. 紅星宣紙文化園區 

 

    近年來重視觀光產業的地方政府與中國宣紙集團公司開始發展產業觀

光化，設立「紅星宣紙文化園區」以作為宣紙傳統工藝的推廣供民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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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導覽解說以及現場示範，了解繁複的製漿與造紙工序，包括：備料、（人

工/電動）搥打、揀料、切穰、踏料、浸泡、皮草揀選、撈紙、壓成紙磚、

曬紙、剪紙等，另外還有與造紙相當直接相關的工藝—製作竹聯，從劈竹備

料、紙簾製作、機具手工編簾、簡式手工編簾、製作浮水印等。此外還有與

文房四寶相關的製作產業包括「墨硯」、「宣筆製作」以及「摺扇」。(1)徽墨

聞名天下，尤以黃山市屯溪區、歙區為主，有一千多年歷史了；以松菸為基

本原料，加入麝香、金箔、冰片、珍珠粉等十多種材料，經點煙、和料、壓

模、晾乾、錯邊、描金、裝盒等工序精緻而成。(2)宣筆產自涇縣，以選料嚴

謹、作工精緻聞名。根據用料不同可分紫毫、狼毫、獾毫、羊毫等幾大類。

從選毫到成筆有水盆、裝套、刻字、修筆、檢驗、包封、裝潢等七大工序。

(3)摺扇則是先將紙張依形相互裱貼，中間間隔細紙條以作為穿扇骨用，夾緊

晾乾後，在以手工置於兩片模型中折疊出摺扇凹凸，最後再修整即可。透過

了解這些東西的製作過程，更能體會材料的性質與其使用時所表現的物理及

化學現象，同時也相當感動這些非物質的文化技術仍完整保留且傳成著。 

 

  

中國宣紙集團公司標誌 宣紙文化園區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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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過的青檀皮原料 處理過的燎草原料 

  

揀料 槽浸 

  

人工搥打 電動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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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穰 踏料 

 

 

抄製 堆疊成紙豆腐 

 

 

水分壓乾成紙磚 烘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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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紙大剪刀 人工裁邊 

 

 

抄紙竹簾備料—抽絲 機具編織抄紙竹簾 

  

人工編織抄紙竹簾 抄紙竹簾上縫浮水印 



 51

  

徽墨和料搥打 壓模後成品 

 

 

宣筆製作情形 多種型制成品 

  

夾貼好扇骨細紙條的摺扇 摺扇製作使用紙模折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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涇縣為文房四寶批發重地 紙類材料眾多選擇 

 

2. 小嶺村造紙廠群 

 

    延著山路到烏溪鎮小嶺村，這是許多紙廠與相關產業設立的聚落。曹先

生的國海宣紙廠就在他家旁邊，看得出來剛修建的很新穎現代，簡單的與造

紙師傅們一起用過簡單但是美味難忘的勞動午餐後，稍微參觀了一下工廠。

工廠看得出來已經是改良過的生產線，許多設備輔以電動機具。加上因為主

要是生產中低價的書畫用紙，漿料來源主要添加廣西貴州一帶的龍鬚草漿

板，以及碳酸鈣填料與紙藥等，部分生產改以半自動的衝漿抄製法，與台灣

埔里廣興紙寮所見相似，推測應該是台灣引入的技術改良。相較於後來到對

面參觀的小廠仍以兩人手工抄製其產量自然也較多，在此也發現抄紙槽旁一

種計算紙張數量的「抄紙算珠」現在已經較少見了。 

 

由於在小嶺村的時間較充足，也有零星幾家廠可以比較，所以對於整體

流程較獲得完整觀察，甚至到後端蓋印包裝等階段。烘乾的紙張經過品管挑

選、數張數與整理後，每一百張為一刀成疊，在邊緣蓋印，註明品牌、紙種、

用料、尺寸、廠家名稱等資訊，加上說明標籤卡即可包裝出售。製成的成品

除了供應中國當地之外，亦外銷台灣亞洲等地。另外一個廠區則正在進行加

工紙的製作，由於年節將近，師傅們正忙著將書畫紙製成紅色灑金或描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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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聯紙，但是由於現代化的緣故，其實都改良採用絹版印刷的方式進行了。

辨認手工或是絹印可以透過觀察分辨，從紙邊緣是否留有空白邊觀察，若有

白邊染色的可能性較小，但是常會在出產時裁切掉；是否為人工灑金則可比

對同一刀紙灑金的位置是否一樣，若是手工自然灑的位置不會張張相同。 

 

  

造紙廠門口 與師傅們一起吃的勞動午餐 

  

龍鬚草漿板 電動打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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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採用半自動衝漿抄製 製程與產量自然與純手工不同 

  

抄製堆疊成紙豆腐 壓乾台 

  

紙磚 可惜參訪當日烘紙剛好沒有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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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紙與後端整理成疊檢查品質之工具 標示產品資訊之印章 

  

一百張為一刀成疊後在邊緣蓋印 加上說明標籤 

 

 

對面小廠製漿流程與國海大同小異 但仍為傳統人工兩人合作抄製 



 56

  

計算數量的算珠 裝著溫熱水的水缸為冬天暖手用 

 

 

抄製堆疊成紙豆腐後壓乾 烘紙牆不時要澆水清理紙渣保持清潔 

  

該批生產的是較大尺幅的本色紙 摺疊持收於左手上烘紙牆時邊刷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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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成品並整理與數張數 剪裁紙邊的大剪刀 

  

倉儲條件為一般環境 蓋上尺寸、材料與廠家等資訊稱「紅口」 

  

蓋印與包裝貼紙等材料 包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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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紙染色以現代絹印法製作 竹竿置中吊掛風乾 

  

灑銀亦是以現代絹印法製作 灑金亦是以現代絹印法製作 

  

描金箋亦是以現代絹印法製作 辨認可從紙邊緣或比對灑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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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常會裁切後包裝出售 產品內銷外銷皆有 

 

趁著曹先生忙著與客戶談生意，空檔時間，自己乾脆延著鄉間小路到村

子裡四處逛逛。鄉間有種輕鬆自在的氣氛，花了點時間仔細觀察沿路的青檀

樹，如曹先生說的，多半生長三年左右粗細的樹枝都被砍去剝皮製漿了，主

幹留著待來年發新枝，有的樹甚至有上百年之老。並且在返台閱讀才得知剝

皮需在冬至期間樹葉落，樹皮從青綠色轉變成黃褐色時
4
，並且截砍口最好

以 V 字型，因為刀口紊亂會損傷樁頭。走著走著路邊見到一處「古檀山莊」

的宣紙文化體驗區，但是毫無人蹟，僅有一處處荒廢的造紙設備與工具，特

別注意到像是垂打樹皮的垛，由於實在不知道它是個什麼地方，簡單拍照之

後就離開了。 

 

途中偶見幾戶人家正在門口劈竹子，詢問之下知道在經過抽絲之後可以

用來做紙簾；門口的稻程偶見一位大叔在將編好的竹簾塗上土漆以使其能更

耐得住長時間在將槽中的浸泡，土漆因為會使人過敏，所以得選在通風處進

行。再走個幾步路被重複的清脆聲響吸引，好奇一探究竟，果然是在編製抄

紙用的竹簾的聲音。坐下來與大媽閒話家常，打聽一下消息，得知許多村裡

的家庭主婦都會在閒餘時間編紙簾賺點外快，製作技術都是家中長輩教的，

多以簡單的直線為主，至於花紋複雜些的龜紋或是浮水印就不見得人人都會

                                                 
4劉仁慶（2007）。中國書畫紙。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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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有耐心做了；而她們的丈夫們也多半是在紙廠裡工作，若是抄紙師傅的

話很早就要起床，工時一日都超過十小時，都不論冬天或是夏天都相當辛

苦。現今的現象（新聞也開始陸續報導）則是年輕人吃不了苦，想闖天下，

都到城市尋找工作機會了。相對的，人工越來越貴，物價越來越高，手工紙

的售價幾年來一直倍數成長，但是使用書畫用途的人口也在漸漸減少，手工

紙的未來面臨的不只是人才會越來越短缺的困境，如何保存這樣影響全世界

文明的四大發明之一：造紙術這樣的傳統產業，實在需要好好思考。 

 

  

涇縣烏溪鎮小嶺村可謂宣紙發源地 泥濘的鄉間小路現已鋪柏油拓寬許多 

 

 

路邊栽種許多青檀樹 砍枝剝皮取作漿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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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經宣紙體驗區 不知為何毫無人蹟 

 

 

荒廢的各種設備 垂打樹皮的垛 

  

村民於家門口剖竹 抽絲備製竹簾細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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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置竹條材料之工作台 扁竹片以工具劈開 

  

過細過粗都不能用 一片竹片分出十條左右 

 

 

穿過細孔以鉗子抽拉成均勻細竹條 截成適當長度 



 63

 

 

編製竹簾的台座與工作板凳 
自管中取細竹條邊，前後翻動纏繞織線

的竹彎管並逐一編入簾中 

 

 

纏繞織線的竹彎管與編織結構細節 編製完之竹簾成品 

  

編好塗上土漆防水增加使用壽命 土漆會使人過敏須在通風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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涇縣行時間短暫，加上沒有交通工具行動不便，雖然收穫豐富，但總還

覺得可以再有機會多深入探討一些問題。剩餘的時間回到縣城，到街上書店

找些資料，並且到筆墨莊採買一些樣本，順便找地方上網搜尋一些台灣連不

上線的網站資料與報導，時間也差不多得出發搭長途巴士到南京撘飛機了。

曹小榮先生賢伉儷兩人萍水相逢但卻充滿了人情味的接待我，並且不吝提供

各種訊息以及建議，尤其令人感動的透過關係幫忙打聽尋找絕版的書籍，雖

然最後還是無功而返，但仍甚感在心。 

 

四、心得與建議 

 

此行得以順利完成，平安歸國並且收穫豐富，除了要感謝文建會與臺博館長

官們給予此難得機會進行參訪研究，更特別要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洪順興先生

與許兆宏先生提供意見與經驗談，台中伯陶軒老闆許義郎先生協助連絡大陸地區

的廠家與參訪人士，以及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徐建國先生在行前提點觀察重點與交

流問題；最重要的是，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古物維護與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蔡斐文

老師在筆者求學期間對於文物材料研究的啟發與指導，以及同窗夥伴至今都不間

斷的相互交流專業資訊與鼓勵。 

 

    身為博物館文物保護工作者，常在管理接觸文物時觀察文物劣化的現象以及

研討其造成原因，主要可分為「文物製作時的潛在劣化因子」及「文物製作完保

存條件造成的劣化因子」，同時要分辨並排除不會造成劣化的一些手工痕跡或是

材料反應的特點，更進一步在處理修護文物時，熟知材料的特性並適時選擇使用

何者，並在文物的生命週期中進行預防性措施，讓文物在展示或典藏中避免不必

要的傷害。總結此行的主要收穫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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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地參觀了傳統書畫與裝裱材料的製作源頭，對於紙張、綾絹、傳統顏料、

印章與印泥、裝裱用錦綾等材料的製程有初步的了解與觀察，對於檢視文物變化

與判斷劣化型態之能力有實質的提升。 

 

(2) 認識傳統書畫與裝裱材料特性，並將其與修護動作中的各層面之考量結合，

於適當的時機與情形選擇使用適當的材料。尤其是紙張纖維的種類、添加物、強

度、混合比例、抄製方法衍伸的紙力方向性、厚薄等等。 

 

(3) 透過參觀博物館觀摩他處藏品的保存狀況與展示條件，並透過觀察與紀錄其

固定展品之方法與展場控制溫溼度以及燈光之技術，良者學習，劣者避免，檢討

並學習其作法，以作為日後執行操作之參考。 

 

(4)觀察紀錄台灣已不復見但在中國地區仍保留之無形文化財與技術，並且觀摩

該政府對於整體傳統工藝與產業保留的策略與作法。 

 

近年來兩岸交流越趨頻繁，或許是同為中華文化淵源之故，再加上政治與歷

史的交互影響，在藝術與人文部份有許多的共通性，但也有許多差異處，彼此擁

有對方缺少的一些條件與元素；中國文革時改變了不少作法與價值觀，但由於幅

員廣大歷史悠久，仍擁有且保留許多歷史遺蹟與傳統工藝；臺灣除了隨著播遷來

台珍藏許多重要藏品與培養許多優秀人才，且在復興中華文化的時代趨勢之下並

且近年與國外訊息知識交流較盛，將文化實際的精緻化許多。此行為筆者首次訪

問大陸，與行前媒體描述情形所產生的想像其實大不相同。不可否認的，中國現

今已是個快速崛起的國家，對於許多作法較能採取開放的態度嘗試，尤其可在博

物館專業人員上觀察到。在此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保存回歸傳統工藝的重要性，並

且也懂得融入群眾的參與度，以觀光產業作為結合文化之推廣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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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博物館學與文物保護專業由於受到旅外學人受訓地區之影響，較傾向

日本或歐美路線，裝裱技術也逐漸發展出混合早期渡海中式與殖民後日式做法並

結合當地材料之台式裝裱，若能再加入大陸地區的傳統元素與材料相信必能更為

精進發展。綜合以上收穫，以下幾點建議： 

 

(1)日後能繼續有機會多做更深入的交流，尤其在技術層面的精進與學習實在難

以透過短暫的拜訪獲得，一些經驗豐富的傳統匠師或裝裱與修護專業人員其實有

相當直得學習請益的寶貴知識。 

 

(2)博物館之間可透過更頻繁的相互借展交流，除了對雙方的觀眾都會有較新且

豐富的觀賞資源之外，專業人員亦可藉由合作彼此學習工作上的經驗與作法。 

 

(3)針對本主題裝裱材料與技法的延伸，認為雖然此行參訪的江南一帶本來就歷

史悠久人文豐粹，但若要做與台灣地區藏品比較深入的結合與了解，可以嘗試探

訪考察福建或廣東一帶的作法，透過地緣關係比對，可獲得較多的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