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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書畫修復最後手續為全色（補彩），使用明礬加膠讓補彩顏料不暈染；讓缺

損處視覺統一，達到欣賞的效果。從清宮舊藏書畫文物中可知：清代紙張膠礬使

用過重導致黃化、變色、脆化，劣化造成修復的難度。因此修復界發展出非酸性

施膠劑於書畫補彩方法。

上海博物館在補彩方法上歷經酸性施膠劑（膠礬水）使用，到目前使用無

酸性施膠劑（膠礬水）補彩，並已用於文物修復實際案例，其效果顯著。

了解北京故宮、上海博物館兩館複製舊綾絹與紙張使用狀況；書畫卷軸起瓦

狀況緩解之調查；了解 2012 年北京故宮書畫修復與複製展之文物內容、件數、

展示佈置以及規劃等資料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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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修復技術與裝裱材料複製交流考察計畫」

壹、 目的

北京故宮、上海博物館兩館為中國古代書畫收藏重鎮，與國立故宮博物院

收藏書畫年代與品類相似，尤以北京故宮與本院院藏同出一源。兩館在書畫修復

技術均為大陸翹楚，北京故宮裱畫室裝裱技藝去年已被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受到保護。

此次主要考察非酸性施膠劑於書畫補彩的運用以及目前北京故宮、上海博

物館兩館複製舊綾絹與紙張使用狀況；書畫卷軸起瓦狀況緩解之調查；並了解

2012 年北京故宮書畫修復與複製展之文物內容、件數、展示佈置以及規劃等資

料之搜集。

書畫修復最後手續為全色（補彩），讓缺損處視覺統一達到欣賞的效果。傳

統修復技術是使用明礬加膠讓補彩顏料不暈染。從清宮舊藏書畫文物中可知：清

代紙張膠礬使用過重導致黃化、變色、脆化，劣化造成修復的難度。

實驗證明，比例過量的膠礬水會造成文物加速老化。因此修復界發展出非

酸性施膠劑於書畫補彩方法，本院目前亦朝此目標進行實驗。上海博物館在補彩

方法歷經酸性施膠劑（膠礬水）使用，目前使用無酸性施膠劑（膠礬水）補彩，

並已用於文物修復實際案例效果顯著。

貳、 過程

日期 地點 交通 參訪內容 住宿

6/29（六） 台北-北京 飛機 北京

6/30（日） 琉璃廠 購買裝裱材料 北京

7/1（一） 國家博物

館

參訪裱畫與實驗室 北京

7/2（二） 故宮 參訪裱畫室

紀錄修復技術以及使用材料

北京

7/3（三） 故宮 參訪裱畫室與裝裱展策展人；書

畫修復與複製展之文物內容、件

數、展示佈置以及規劃

北京

7/4（四） 故宮 參訪裱畫室與實驗室

紀錄修復技術以及使用材料交流

北京

7/5（五） 故宮 參訪倦勤齋以及其他展廳等 北京

7/6（六） 北京 北京

7/7（日） 北京 北京

7/8（一） 首都博物

館

參訪裱畫與實驗室 北京

7/9（二） 北京-上海 高鐵 住宿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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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三） 上海博物

館

裱畫室：紀錄修復技術以及使用

材料交流

上海

7/11（四） 上海博物

館

裱畫室：紀錄修復技術以及使用

材料交流

上海

7/12（五） 上海博物

館

保存科學實驗室：紀錄修復技術

以及使用材料交流

上海

7/13（六） 上海 上海

7/14（日） 上海 上海

7/15（一） 杭州絲綢

博物館

高鐵 討論明清裝裱材料複製 上海

7/16（二） 蘇州絲綢

博物館

高鐵 討論明清裝裱材料複製 上海

7/17（三） 上海-台北 飛機 台北

參、 心得

一、 北京故宮、上海博物館書畫補彩的非酸性施膠劑使用情形

傳統書畫裝裱的紙本或絹本畫心破損時必須於補紙或補絹處施上膠礬

水，膠礬水可讓補洞處不會因補上顏料而滲漏紙背或暈染至畫心，一般簡稱「施

膠」。施膠後可以有效地阻塞纖維間的毛細孔，提高紙的可塑性、抗濕性和不

透水性。為了使膠粒在纖維上沉澱，要加入沉澱劑，最常用的就是明礬，並藉

由礬水解成氫氧化鋁膠質滲透入纖維，以利著筆。

根據前人的經驗，採用明礬【Al2（SO4）3˙24H2O】為上膠劑可增加

宣紙的不透水性與酸性。酸性物質會引發紙張起水解作用，使紙張容易變色及

紙力快速的衰減。在經過 105℃高溫加速老化實驗證明，有膠礬處理的紙張，

會導致紙張強度之保存性不足，難以符合高保存性紙張之要求，恐造成日後重

新裝裱之困難。就其原因是明礬在貯存之際，會與空氣中之氧化和水分解，使

紙帶有硫酸，硫酸為強酸。其水解方程式為

硫酸會讓敏感的纖維素產生水解劣化，切斷纖維素，產生新的還原性及非還原

2Al（SO4）3 ＋ 12 H2O 4Al（OH）3 ＋ 6H2S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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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末端基，且因開環反應，使產生低分子化合而成的羧基 C－OH（carboxyl

group）。當纖維間的鍵結消失時，紙力就會下降，纖維素水解反應過程中，酸

並不直接參與反應，只會催化水解劣化速度。

清代沈宗騫在《芥舟學畫》中曾提出使用明礬對書畫所造成的傷害：

「作畫家宜痛絕礬紙，礬紙作畫，筆意澀滯，墨色浮薄，且百年碎裂無寸完。

余蓄夏太常墨竹，是散金礬紙本，筆墨尚好而紙本遍體破碎，不可裝潢。惜哉。」

從一些紙本與絹本畫中發現畫心因繪畫技法上的需求而塗上膠礬，經一段

時間後黃化嚴重並造成基底材脆化，如院藏「清代艾啟蒙畫鷹」絹本畫心已嚴重

黃化與脆化，因而必須修復重新裝裱，否則無法保存與展示，這現象普遍於清代

宮廷畫家的作品中。使用上膠礬的方法也用於破損的補絹與補紙上，經過一段時

間的保存，顏色也會產生變化，因此有必要了解此材質物理、化學的特性以及使

用方法，或者找出替代材質是有其必要性。故此次設定有豐富經驗和收藏的北京

故宮與上海博物館裱畫室為參訪對象。

1.北京故宮

北京故宮科技部裱畫室有兩個修復室：一間位於科技部內，座落於大佛堂

後面，三所殿與東宮殿分別在兩個院子裡，以原有建築再整修為裝裱室。2013

年起入口處（慈祥門）加裝安全門，目前為管制地區非工作人員或受邀來賓無法

直接進入參觀。據裱畫室員工說明此處裱畫室已極少開放讓人參訪，因此本次交

流則安排至另一裱畫室，由古建修復中心進入，其地點位於過去清宮造辦處後門

處與舊有裱作相鄰，當然原清宮造辦處包括裱作與其他作坊已不復存在，所見是

一些臨時搭建的鐵皮鋼骨，或水泥磚造的工作室作；座落在過往造辦處中。此處

裱畫室於 2005 年完成建造，經費由世界建築文物保護基金會贊助，目的是為修

復「倦勤齋」貼落壁畫而用，「倦勤齋」修復則是「寧壽宮花園保護規劃」的其

中一部分。

裱畫室約 400 平方米，設備與一般裱畫室無異：板牆、裱桌、清洗台、光桌、

抽氣桌。只是裱桌與抽氣桌特別加大，這樣的設計完全因應「倦勤齋」大壁畫修

復而特別加大。修復室設計則由基金會主導再依裱畫室原有工作習慣整合而成較

具現代修復室的規模，因此也加入一些檢測設備：有燈光輔具、空調設備含加濕

器等。相較之下原有裱畫室因位於舊建築內，礙於古建築格局無法改變，空間顯

得狹隘，一些修復輔助工具設備也無法進入，卻也保留幾分傳統裝裱的氛圍。

這次訪問地點安排在新的裱畫室，訪談目前故宮對於絹本與紙本畫再補彩

前，對於補紙或補絹始採用何種材料的隔離劑？受訪人楊澤華（新裱畫室管理人）

與張旭光（裱畫室主管）兩人不約而同說明：補絹與補紙為了補彩不漏色會使用

膠礬水刷塗，一種在已小托畫心背後命紙全面以淡膠礬刷塗，另一種則於正面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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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的補紙或補絹上再補刷塗，用量在不漏色的情況下即可。此種方式保留 1960
年後一批由上海、蘇州來的老裝裱師的傳承，亦是傳統幾百年裱畫全補的材料與

方法。被問及是否有使用生豆漿汁或熟豆漿汁做為補彩不漏色的隔離劑時，一致

反應尚未使用，認為非傳統材料，目前尚未考慮使用。

2.上海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於 1950-60 年代於蘇州、上海找尋當時的書畫裝裱師進入博物館

工作為第一代修復師，其中有嚴桂榮、華啟明等六、七位裝裱師，並於文革時期

陸續培養出第二代修復師，有顧祥妹、邱景仙、陸宗潤、諸品芳、沈維祝、孫堅

等幾位修復師，目前第二代修復師僅沈維祝修復師尚留上海博物館，預計兩年後

屆齡退休。而顧祥妹仍服務於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東方繪畫修復部門，邱景

仙則從大英博物館平山郁夫東方繪畫修復工作室退休；但一週兩天至博物館返

聘，工作負責技術主導與教授傳承。諸品芳則於 2014 年初退休。本次此議題則

與上海博物館全體修復師共同對話討論，並至該館位於延安東路上保存科技部訪

問吳來明主任與徐文娟助理研究員有關於隔離劑的使用與科學分析。

經訪談在 2004 年起因諸品芳修復師至英國大英博物館協助該館裝裱一批敦

煌畫卷，將以豆漿（無糖）做為施膠隔離劑的方法帶回上博，這種材料已經在上

博裱畫室使用十年之久。而大英博物館會使用此材料，主因修復部門並不認同傳

統中國裝裱修復所使用的施膠劑－膠礬水，因研究顯示該材料會對文物造成老化

的影響，所以禁止使用，因而找出另一種替代材料與方法。經實作經驗上博修復

師認為生豆漿比起熟豆漿更具施膠效果。施膠的方法在已小托畫心背後命紙上全

面刷塗，另一種則於正面缺損的補紙上再補刷塗，用量在不漏色的情況下即可。

補絹處正面則可以不塗刷，避免造成白霧狀況。

豆漿此種材料過去常用於繪畫，尤其在紙張的處理，早在明代便有畫家將宣

紙塗刷豆漿，造成紙張半透水性，下筆後墨色不會暈染而走墨太快，墨色也可製

造出更多黑色與灰色的調子。豆漿也可用於幫助織品染色，素白織物經浸泡豆漿

後再染色，能將織物染的更為均勻，發色更漂亮。

上博徐文娟助理研究員則提供 2006 年以豆漿做為施膠隔離劑實驗數據資

料，實驗結果呈現：紙張以豆漿施膠後完全可以取代膠礬水，達到不漏色以及不

暈染的效果。在老化實驗上以豆漿施膠比施膠礬水更能保留紙力。在 2008 年國

立台南藝術大學古物所蔡欣辰碩士論文「書畫修復用紙全色前上膠織研究」，也

提出類似的研究成果。不過兩位實驗都以紙為基底材，至於絹本材料目前仍未有

實驗數據與結果，故可另做為研究實驗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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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筆者攝於 2006 年，科技部尚無門禁 圖 2 科技部門禁（現況）

圖 3 位於三所殿的裱畫室入口 圖 4 裱畫室一角攝於 2006 年

圖 5 新裱畫室內合照 圖 6 新裱畫室位於造辦處後門附近（趙廣超《大

紫禁城—王者的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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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與上博修復師交流訪談

二、2012 年北京故宮書畫修復與複製展之文物內容、件數、展示佈置以及規劃

等資料之搜集

北京故宮裱畫室裝裱技藝 2012 年已被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到保護，

同年舉辦書畫修復與複製展。參訪期間雖已經過了展覽期，但透過策展與展覽演

示人員再次以圖片說明，約略可以了解展覽內容與成果，作為日後策展的參考。

1.展示時間：2012 年第四季 11 月份結束。

2.展示地點：位於延禧宮東側的古書畫研究中心一、二樓，西側為古陶瓷研究中

心，參訪期間古書畫研究中心正於閉館，僅於古陶瓷研究中心了解其空間狀態。

3.展示方式：分為一樓櫃內靜態展區以及動態視聽媒體與裝裱示範區，二樓展櫃

內複製書畫展品以及書畫臨摹示範區。

4.參與人員：裱畫室與臨摹室員工。

5.展示內容與成果：一樓書畫修復與裝裱展區，由於該展廳高度與展櫃的限制，

一般掛軸無法正常懸掛，所以所有展示品全部以輸圖展出，亦即無任何原件文

物，全部為複製品。展示又分為幾個區塊，首先簡單介紹裝裱的歷史發展脈絡與

流派，並以圖板說明北京故宮裝裱室第一代由上海、蘇州到北京故宮的裝裱修復

師，目前傳至第三代的師承圖表，此圖表表明該裝裱傳承有序的歷史。另一展櫃

則放置裝裱常使用的工具材料，雖無法實際觸摸，但經已可讓觀眾了解修復師除

了要一雙巧手外，同時也必需具備一些工具與質精的材料才能裝裱修復出一件好

的書畫。佔所有展櫃大部分則是介紹卷、軸、冊三種裝裱的格式與各部位的名稱，

並將過去實際修復實例以裝裱的原樣形式複製輸圖來展示說明。

動態展示區則以預先錄製的影像介紹書畫修復的流程以及修復裝裱方式。而

此裝裱展最大的賣點是將裱畫室大紅裱桌搬至展場，並在裱桌後方訂製一片裱

牆，模擬出裱畫室的氛圍。而其週六日則安排裱畫室修復師輪流示範，文物來源

有觀眾帶來書畫也有原裱畫室的練習文物。這樣的示範往往吸引大些的遊客駐足

圍觀並實際參與裱畫，成為最佳的互動展示。據裱畫室修復師敘述展示示範期

間，幾位有興趣的觀眾每週六日必定會至展場觀看學習裝裱，並提出一些問題請

教，因此就在其中找到一位喜愛裝裱修復觀眾，準備更深入的加以訓練成為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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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員工。

書畫臨摹展廳則位於該棟建築的二樓，展示臨摹文物展品，該臨摹作品皆以

參考原作裝裱形式裝裱完成，並於解說板上註明臨畫、摹書、摹印者。並於假日

安排古書畫人工臨摹技藝演示。

此展覽平日參觀者較少，遇假日或週末參觀人數多，這亦符合一般展覽常

規，惟共吸引多少觀眾並沒有完整有效的計數。

圖 8 延禧宮之水晶宮 圖 9 書畫研究中心

圖 10 於裱畫室討論裝裱展內容 圖 11 裝裱展操作流程說明

圖 12 裝裱展展示工具材料 圖 13 裝裱工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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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北京故宮師承表 圖 15 假日示範裝裱

圖 16 假日導覽說明 圖 17 示範文物清洗

圖 18 觀眾參與裝裱 圖 19 影片介紹修復裝裱流程

圖 20 古書畫人工臨摹技藝演示時間表 圖 21 書畫臨摹作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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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書畫臨摹作品 圖 23 書畫臨摹作品

三、參觀倦勤齋

乾隆皇帝於及位時即昭告天下，若能在位六十年必歸政退閑，不敢相比昔皇

祖御極六十一年。故引用《尚書．大禹謨》所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

倦於勤」，意指舜因年老無法勝任政事辛勞讓位於禹，實現執政六十年後「歸政

理德，以待天庥」的願望。倦勤齋因此得名。在乾隆三十五年下旨內務府修建寧

壽宮，成立寧壽宮總理工程處。倦勤齋即是其中建築工程之一，歷經乾隆三十七

年就緒，直至四四年才完工，距今 234 年。

1. 倦勤齋壁畫修復

從 2003 年 3 月至 2006 年 3 月共三年時間，由美國「世界建築文物保

護基金會」提供美金 210 萬進行保護工程。修復項目包括建築物內外結構、

外觀彩繪、內部壁板、天花板等，以及室內裝飾畫、壁紙、陳設家具等，亦

即所有建築體從外到內幾乎全面性的修復與保護。並考量未來展示的需求，

室內必須安裝過去所沒有的照明、防火、防盜、溫濕度控制等新的設備。最

終修復後必須復原至乾隆時期的建築風貌。這是一龐大的修復計畫，筆者於

2006 年正好至裱畫室參訪，親眼目睹倦勤齋壁畫修復，並與修復師討論其修

復方法與使用材料。壁畫雖經過兩百多年保存尚佳，畫心僅小部分破損和顏

料剝落，以及畫心因年代久遠表面髒汙等劣化狀況。因此修復過程中需考量

的大尺寸壁畫的拆卸、裝裱與如何複製當時的裝裱紙張，以及礦物性顏料上

的髒污如何去除。

2. 修復成果

此趟藉由參訪機會有幸進入「倦勤齋」參觀，因幾年前在裱畫室見過從

西四件卸下重新裝裱修復的裝飾通景壁畫，當時壁畫已經被分解成數塊大畫

分別修復，如今已回貼復原到當時狀態。室內為保護文物採用低光亮 50Lux

照度，但仍清晰可見四周通景畫，通景畫運用西方繪畫透視的方法，遠近、

真假、虛實交互使用，讓人猶如置身真境。北牆白雲青天遠景幽淡的遠山，

中景庭院駐立一座亭台樓閣，往前前景中間繪有一月洞門， 門外庭園駐足兩

隻丹頂仙鶴，通幅猶如仙山樓閣、人間仙境。目光往上游走，映入眼簾則室

天花板頂部由前至後以透視方法繪製而成的紫藤花架，繁茂的枝葉，交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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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開的花朵，紫藤花依遠近透視並利用眼睛視差，已經營造出二維 3D 實境的

效果。該通景壁畫以寫實重採方式繪製，繪畫風格另人馬上聯想到清宮廷畫

家郎世寧，據考證該畫是郎世寧學生王又學所繪，部分則由郎世寧繪製。

通景畫修復的成果除了完成復原該壁畫的回貼，另一項成果是發裱修復

論文專輯《倦勤齋研究與保護》，計有「通景畫的除塵」、「通景畫的揭與補」、

「通景畫的托心與高麗紙的使用」、「海藻膠與化纖紙的使用」、「倦勤齋通景

畫的回裱工藝做法」、「倦勤齋通景畫的接筆全色修復」等報告，內容記錄實

作經驗與將使用技法與材料亦做科學分析實驗，找出最有利於文物保存的方

式。

圖 24 倦勤齋入口 圖 25 倦勤齋木樑彩繪

圖 26 倦勤齋入口說明 圖 27 倦勤齋壁畫修復情形 2006 年攝

圖 28 新裱畫室光桌 圖 29 新裱畫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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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倦勤齋壁畫一角

四、蘇杭地區裝裱織品的複製與製作狀況

蘇杭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的魚米之鄉，從宋代以來也是絲織品的主要產區，人

文薈萃，從元四大家至明四大家沒有一位與此地域無關者。也因此蘇州在明代、

清代就是裝裱的重地，明代的湯傑、周嘉冑、清代秦長年等都來自此地，同時此

地的裝裱材料名冠全國。清代宮廷江南織造局便設於蘇州，目前蘇州第十中學便

是過去江南織造局的遺址。院藏書畫文物的裝裱年代主要在明代與清代，由於這

些書畫裝裱的時間距今已經六至三百年，一部分書畫已達重新裝裱修復的年限，

找尋適當的材料有其緊迫性。因此選定蘇州絲綢博物館與浙江湖州市雙林耿絹廠

做為參訪的對象，了解其裝裱材料開發與複製的可行性。

1. 王嘉良緙絲世家工作室

來參訪此工作室並非本次計畫中的事，緣於在北京參觀首都博物館織品修

復室時正好看見一張元代緙絲的打樣圖，修復師傅萌說明該館正在複製一塊

元墓出土的緙絲，該緙絲因泡水殘存的原件尺寸不大，圖樣不完整也不清晰，

植物性染料也變色或淡化，基於保護原件，以專案計畫經費複製一件緙絲供

展覽使用。因此必須研究同時期相同或相似的圖樣以及顏色做為複製的依

據。經過詢問該緙絲在蘇州王嘉良緙絲世家工作室進行複製工作，因已計畫

至蘇州絲綢博物館便聯絡前往參觀，希望可以對書畫裝裱有所幫助。

該工作室離蘇州火車站不遠，進入工作室時可見門口張掛「蘇州市非物

質文化遺產－緙絲－代表性傳承人王嘉良」以及由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文化遺

產保護研究中心所授予的「蘇州緙絲保護研究實踐基地」的掛牌。負責人王

嘉良先生導覽解說該製作工藝與流程，其為祖傳第六代，先祖曾於清末製做

皇帝緙絲龍袍，故謂緙絲世家。王先生並以首都博物館委託複製緙絲文物為

我示範「通經斷緯」的穿梭方式。問及絲線染色的材料，目前仍以化學染為

主，考量化學染比植物染的顏色較為穩定。複製大小約 90×60 ㎝的緙絲，從

找資料確定圖稿、定色、經緯絲數等，所需經費不斐，約新台幣 90 萬。院藏

書畫手卷包首一部分是緙絲，由於年代久遠，以及因處手卷最外層保護，不

少磨損已經非常嚴重，若將來修復需複製使用，勢必要花費不少經費，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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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技藝目前在國內無人從事。

2. 蘇州絲綢博物館

蘇州絲綢博物館位於人民路上為一所省級博物館，其展示可分靜態與動態

兩種形式。靜態展示絲綢發展使用歷史、織品的織法與種類以及考古出土織

品，以及從種桑到養蠶取絲皆以實物展出。動態展示則請數位技術人員操作

織機，分別有緙絲、宋錦、漳緞等操作示範。而漳緞製作技術複雜難度很高，

過去僅宮廷使用，北京故宮尚有清宮所遺留漳緞布匹，現有織機是全中國僅

剩此存手工織機，實為難得。宋錦常用於裝裱手卷包首與冊頁封面，目前宋

錦的製作也已經被列為中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到保護。

3. 雙林耿絹廠

雙林耿絹廠位於浙江湖州市 40 公里遠的雙林鎮，該鎮有不少從事裝裱綾

絹生產的工廠，以原國營企業轉個人公司的雙林耿絹廠歷史舊久。北京故宮、

上海博物館裱畫室綾絹皆購得自此。北京故宮亦委託該廠複製清宮裝裱綾絹

與繪絹，由於北京故宮與院藏文物相同來源，這些裝裱綾絹也是我們所需要

的材料。但要複製一批綾絹需要有很大量數，金額也非常龐大，以目前每年

預算不足以複製購買，況且裝裱材料這幾年幾乎以倍數的方式漲價。因此請

該公司負責人若有新複製綾絹務必通知我們，而我們若有複製的需求則可轉

達其他博物館修復室，幾個博物館書畫修復室可共同分擔一部分數量。

圖 31 蘇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緙絲 圖 32 蘇州緙絲保護研究實踐基地

圖 33 緙絲示範 圖 34 緙絲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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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緙絲製作流程圖 圖 36 緙絲製作流程圖

圖 37 緙絲製作流程圖 圖 38 緙絲製作流程圖

圖 39 緙絲製作簡介 圖 40 緙絲製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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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緙絲機台說明 圖 42 蘇州絲綢博物館緙絲示範

圖 43 蘇州絲綢博物館宋錦織布示範 圖 44 蘇州絲綢博物館宋錦織布示範

圖 45 蘇州絲綢博物館宋錦織台全貌 圖 46 蘇州絲綢博物館漳緞織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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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蘇州絲綢博物館漳緞織機 圖 48 蘇州絲綢博物館漳緞織機

圖 49 蘇州絲綢博物館漳緞織機 圖 50 蘇州絲綢博物館漳緞織機

圖 51 漳緞衣飾 圖 52 筆者試穿漳緞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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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雙林耿絹廠織布機 圖 54 雙林耿絹廠一角

圖 55 與負責人討論品質

肆、 建議

1. 豆漿施膠於紙本畫心上海博物館裱畫室已經使用多年，從研究報告與實際使

用狀況都有不錯效果。絹本畫心使用豆漿施膠可以再進一步研究。

2. 裱畫室負責執行修復，對於所用的材料與方法是否有再精進的方法，則需另

一組具科學分析實驗的團隊一同研究，才能更為強大。這種現象在北京故宮

與上海博物館愈來愈明顯，由以在倦勤齋修復計劃案中看到團隊與外在資助

的重要性。

3. 修復裝裱材料在國內生產者少，幾乎仰賴中國，這幾年材料價格飛漲，若以

目前每年經費預算未來幾年已經無法購得需要的數量與好的材料，必須提早

因應。

4. 應與有書畫修復室之博物館建立材料合購聯絡訊息，尤其與我們相同性質的

北京故宮更應建立材料複製與購買的合作機制。

5. 修復裝裱展就其展覽形式與內容，與過去幾年書畫處所策畫「裝池之美」、「鄭

成功修復展」相似。惟北京故宮將裱桌移置展場與觀眾互動，達到不錯效果。

但展出文物皆為複製品，則無借展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