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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花顏色掩千花—院藏織品中紅花染初探

亞洲藝術

染
色
工
藝
中
，
紅
色
系
的
天
然
染
料

從
礦
物
、
植
物
與
動
物
皆
可
取
得
，
如
赭

石
、
茜
草
、
蘇
木
、
紅
花
植
以
及
胭
脂
蟲

的
分
泌
物
等
。
其
中
以
紅
花
所
染
出
來
的

紅
色
最
特
別
，
紅
花
的
紅
色
素
在
染
整
成

色
時
有
著
螢
光
的
光
澤
，
因
其
紅
色
素
的

成
分
與
受
染
次
數
與
均
勻
度
，
也
會
產
生

濃
淡
變
化
，
再
加
上
與
其
他
顏
色
染
料
的

紅
花
顏
色
掩
千
花

院
藏
織
品
中
紅
花
染
初
探

蔡
旭
清

套
染
，
色
彩
的
變
化
更
顯
豐
富
，
此
外
染

於
絲
與
棉
上
的
成
色
也
有
所
不
同
。
五
代

南
唐
詩
人
李
中
在
詠
紅
花
詩
中
以
﹁
紅
花

顏
色
掩
千
花
，
任
是
猩
猩
血
未
加
﹂
，
點

出
了
紅
花
染
色
美
艷
冠
群
，
勝
過
﹁
猩
猩

血
﹂
的
紅
。
白
居
易
︿
紅
線
毯
﹀
：

 

擇
繭
繅
絲
清
水
煮
，
揀
絲
練
線
紅
藍
染
。

染
為
紅
線
紅
於
藍
，
織
作
披
香
殿
上
毯
。

披
香
殿
廣
十
丈
餘
，
紅
線
織
成
可
殿
鋪
。

彩
絲
茸
茸
香
拂
拂
，
線
軟
花
虛
不
勝
物
。

其
中
描
述
了
紅
線
毯
的
染
色
是
由
紅
花

︵
紅
藍
花
︶
︵
註
一
︶

染
成
，
染
紅
的
絲
線

再
織
成
絲
毯
，
說
明
此
工
藝
的
複
雜
與
精

細
，
也
描
寫
此
毯
織
柔
軟
、
艷
麗
、
精
緻

與
尺
幅
之
巨
大
。
︵
圖
一
︶

本
院
南
院
處
為
豐
厚
典
藏
及
文
物
保
存
知
識
，
一
〇
四
年
夏
天
邀
請
前
美
國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織
品

保
存
修
護
資
深
研
究
員
梶
谷
宣
子
女
士
，
舉
行
以
﹁
織
品
文
物
保
存
修
護
﹂
為
題
的
講
座
，
會
中

討
論
到
如
何
在
紫
外
光
下
判
斷
織
品
中
的
紅
色
部
分
是
否
含
有
紅
花
染
料
成
分
，
若
織
品
含
有
紅

花
染
料
，
其
相
關
保
存
條
件
應
該
為
何
？
本
文
旨
在
從
文
獻
整
理
來
認
識
紅
花
染
料
的
歷
史
，
並

藉
由
紅
花
的
紅
色
素
螢
光
特
性
，
運
用
紫
外
光
螢
光
攝
影
來
判
別
院
藏
織
品
中
紅
花
染
的
存
在
。

紅
花
的
傳
播

紅
花
︵Safflow

er

，
學
名C

artham
us 

tinctorius L

︶
原
產
於
埃
及
，
是
古
埃
及
重

要
的
染
料
，
生
長
區
域
主
要
從
埃
及
、
地

中
海
沿
岸
，
經
小
亞
細
亞
地
區
、
中
亞
西
亞

歐
亞
草
原
及
印
度
中
部
延
伸
，
最
後
東
傳

至
中
國
，
再
經
中
國
與
韓
國
傳
至
日
本
。

紅
花
已
證
實
漢
朝
時
傳
入
中
國
，

但
到
底
是
由
何
人
傳
入
尚
無
定
論
。
︽
漢

書
︾
記
載
霍
去
病
大
敗
匈
奴
，
漢
收
復
了

河
西
地
區
，
匈
奴
退
到
焉
支
山
以
北
，
而

焉
支
山
與
紅
花
傳
播
有
著
相
當
的
關
係
。

晉
崔
豹
︽
古
今
注
．
草
木
︾
卷
下
云
：

﹁
燕
支
葉
似
薊
，
花
似
蒲
公
，
出
西
方
，

土
人
以
染
，
名
為
燕
支
。
中
國
人
謂
之

紅
藍
，
以
染
粉
為
婦
人
色
，
謂
為
燕
支

粉
。
﹂
據
隋
︽
北
堂
書
鈔
︾
卷
一
三
五
引

晉
習
鑿
齒
︽
與
燕
王
書
︾
曰
：
﹁
山
下
有

紅
藍
，
北
方
人
採
取
其
花
染
緋
黃
，
捋
取

其
上
英
鮮
者
作
臙
脂
，
婦
人
採
捋
用
為

顏
色
，
因
名
妻
作
閼
氏
。
︙
﹂
此
﹁
閼

氏
﹂
，
即
焉
支
的
諧
音
。
因
焉
支
盛
產
胭

脂
的
原
材
料
紅
花
，
匈
奴
貴
族
婦
女
常
以

﹁
閼
氏
﹂
︵
胭
脂
︶
妝
飾
臉
面
；
故
匈
奴

於
戰
役
中
失
去
了
焉
支
山
寶
地
，
不
得
不

發
出
哀
歌
：
﹁
亡
我
祁
連
山
，
使
我
六
畜

不
蕃
息
；
失
我
焉
支
山
，
使
我
婦
女
無
顏

色
。
﹂
此
所
謂
的
婦
女
無
﹁
顏
色
﹂
指
的

便
是
紅
花
染
製
成
紅
花
餅
的
胭
脂
，
所
以

紅
花
也
稱
燕
支
。
明
代
徐
光
啟
︽
農
政
全

書
︾
卷
四
十
中
對
於
紅
花
染
色
的
敘
述
，

其
中
引
述
東
晉
張
華
︽
博
物
誌
︾
：
﹁
張

騫
得
種
於
西
域
。
一
名
紅
藍
，
一
名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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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藝術

藍
，
以
其
花
似
藍
也
﹂
，
此
文
只
有
提
到

張
騫
﹁
種
植
﹂
紅
花
，
多
數
人
以
此
來
推

論
可
能
是
由
張
騫
通
使
西
域
時
，
經
由
絲

綢
之
路
將
紅
花
帶
回
？
目
前
可
知
紅
花
的

確
是
舶
來
品
而
非
中
國
原
產
，
在
漢
之
後

是
中
國
重
要
的
紅
色
染
料
之
一
。
︵
註
二
︶

大
部
分
的
文
獻
都
指
五
世
紀
時
紅

花
由
中
國
傳
到
日
本
，
不
過
︽
風
土
記
︾

記
載
三
世
紀
就
有
紅
花
的
栽
培
，
近
年
來

奈
良
縣
櫻
井
市
纏
向
遺
跡
考
古
出
現
紅
花

花
粉
，
說
明
了
三
世
紀
就
已
經
有
紅
花
的

存
在
。
︽
古
事
記
︾
下
卷
、
︽
万
葉
集
︾

和
歌
及
︽
源
氏
物
語
︾
中
稱
紅
花
為
吳
藍

或
末
摘
花
，
︽
正
倉
院
文
書
︾
中
的
紅
也

是
指
紅
花
。
法
隆
寺
所
藏
古
織
布
殘
片
的

法
隆
寺
裂
與
正
倉
院
裂
的
中
國
織
錦
也
使

用
了
紅
花
染
，
正
倉
院
染
織
品
中
已
發
現

紅
花
染
使
用
在
﹁
南
倉
一
二
九
纐
纈
布
袍

︵
繡
線
鞋
︶
﹂
上
。
︵
註
三
︶

︽
延
喜
式
︾

記
載
了
平
安
時
期
對
於
紅
花
數
量
的
需

求
，
並
載
明
紅
花
染
的
染
色
材
料
及
染
色

濃
淡
的
方
法
，
從
唐
朝
傳
來
發
展
成
日
本

傳
統
服
飾
中
的
女
性
十
二
單
，
其
配
色
即

使
用
了
大
量
如
﹁
真
紅
﹂
色
的
紅
花
染
。

此
時
紅
花
研
究
成
為
其
他
時
期
的
基
礎
，

並
發
展
出
紅
花
色
系
統
。
除
了
紅
花
染
外

四
日
浸
染
的
﹁
紅
色
﹂
、
﹁
搔
練
﹂
，
也
有

加
了
梔
子
黃
的
紅
絹
色
、
在
烏
梅
水
溶
液

中
浸
溶
出
﹁
艷
紅
﹂
，
︽
延
喜
式
︾
中
稱

的
：
﹁
韓
紅
花
綾
一
疋
，
紅
花
三
大
斤
︙
﹂

的
﹁
唐
紅
﹂
︵
韓
紅
︶
等
。
紅
花
最
後
東

傳
到
日
本
後
，
日
本
更
是
建
立
完
整
紅
花

染
的
紅
色
色
譜
，
成
為
日
本
染
織
工
藝
的

傳
統
色
。

紅
花
染
料
的
萃
取
與
染
色

天
然
染
料
有
礦
物
性
染
料
、
動
物
性

染
料
與
植
物
性
染
料
，
植
物
性
染
料
的
染

色
方
法
常
被
稱
為
植
物
染
，
日
本
稱
其
為

草
木
染
；
植
物
性
染
料
是
用
其
植
物
中
的

色
素
直
接
或
間
接
取
得
成
為
染
料
，
再
用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方
式
染
色
於
纖
維
內
，
俱

有
染
色
堅
牢
度
，
也
就
是
染
料
染
於
纖
維

上
顯
色
，
此
過
程
是
一
種
化
學
作
用
的
結

果
，
而
塗
料
與
顏
料
則
是
色
料
跟
其
介
質

︵
水
、
油
等
︶
直
接
混
合
後
塗
於
物
體
表

面
的
結
果
。

紅
花
又
名
紅
藍
花
，
為
二
年
生
，

菊
科
植
物
，
夏
天
開
花
，
筒
狀
花
冠
，
株

高
長
成
約
九
十
公
分
，
葉
有
刺
，
花
如
薊

︵
圖
二
︶
，
與
番
紅
花
不
同
。
︽
本
草
綱

目
︾
記
載
：

 

紅
藍
花
：
染
材
，
紅
花
場
圃
撒
子
種
，

二
月
初
下
種
，
若
太
早
種
者
，
苗
高
尺

許
即
生
蟲
如
黑
蟻
，
食
根
立
斃
。
紅
花

入
夏
即
放
綻
，
刺
花
出
梂
上
。
︙
若
入

染
家
用
者
，
必
以
法
成
餅
然
後
用
，
則

黃
汁
淨
盡
，
而
真
紅
乃
現
。
其
子
煎
壓

出
油
，
或
以
銀
箔
貼
扇
面
，
用
此
油
一

刷
，
火
上
照
乾
，
立
成
金
色
。

﹁
則
黃
汁
淨
盡
，
而
真
紅
乃
現
﹂
表
示
紅

花
同
時
具
有
紅
、
黃
兩
種
色
素
，
黃
色
素

為
水
溶
性
色
素
，
色
牢
度
較
差
，
通
常
都

洗
濾
掉
而
不
使
用
。
︽
天
工
開
物
︾
彰
施

篇
：
帶
露
摘
紅
花
，
搗
熟
，
以
水
淘
，
布

袋
絞
去
黃
汁
。
又
搗
，
以
酸
粟
或
米
泔
清

又
淘
，
又
絞
袋
去
汁
，
以
青
蒿
覆
一
宿
，

捏
成
薄
餅
，
陰
乾
收
貯
。
染
家
得
法
，
我

朱
孔
揚
，
所
謂
猩
紅
也
。
說
明
造
紅
花
餅

的
方
法
，
將
針
管
似
的
乾
燥
紅
花
瓣
以
冷

水
搗
洗
數
次
，
利
用
黃
色
色
素
為
水
溶
性

與
酸
性
的
特
質
，
將
黃
色
汁
液
來
回
多

次
去
除
，
最
後
剩
下
帶
有
紅
色
色
素
被
搗

成
爛
泥
膏
狀
的
花
瓣
，
捏
成
小
薄
餅
，
在

乾
稻
草
蓆
上
陰
乾
做
成
紅
花
餅
︵
馬
芬
妹 

一
九
九
五
︶
，
即
︽
齊
民
要
術
︾
卷
五
中

所
提
的
﹁
殺
花
法
﹂
。

紅
花
的
顯
色
在
棉
、
麻
與
絲
上
有
所

不
同
，
在
棉
、
麻
上
多
顯
其
桃
紅
色
，
染

於
絲
時
顯
色
最
為
鮮
艷
，
所
以
﹁
大
紅
﹂
、

﹁
真
紅
﹂
、
﹁
猩
紅
﹂
，
應
該
就
是
指
紅
花

染
在
絲
上
的
顯
色
︵
馬
芬
妹
一
九
九
五
︶
，

︽
天
工
開
物
︾
彰
施
篇
亦
載
：

 

大
紅
色
。
其
質
紅
花
餅
一
味
，
用
烏
梅

水
煎
出
，
又
用
堿
水
澄
數
次
。
或
稻
槁

灰
代
堿
，
功
用
亦
同
。
澄
得
多
次
，
色

則
鮮
甚
。
染
房
計
便
宜
者
先
染
蘆
木
打

腳
。
凡
紅
花
最
忌
沉
、
麝
，
袍
服
與
衣

香
共
收
，
旬
月
之
間
，
其
色
即
毀
。
凡

紅
花
染
帛
之
後
，
若
欲
退
轉
，
但
浸
濕

所
染
帛
，
以
堿
水
、
稻
灰
水
滴
上
數
十

點
，
其
紅
一
毫
收
傳
，
仍
還
原
質
。
所
收

之
水
藏
於
綠
豆
粉
內
，
放
出
染
紅
，
半

滴
不
耗
。
染
家
以
為
秘
訣
，
不
以
告
人
。

欲
利
用
做
好
的
紅
花
餅
染
成
色
時
，
只
要

將
其
紅
花
餅
以
弱
鹼
水
︵
古
用
稻
草
灰
︶

溶
解
紅
花
餅
的
紅
色
素
，
加
入
醋
酸
、
醋

石
榴
汁
中
和
沉
澱
即
可
染
色
︵
馬
芬
妹

一
九
九
五
︶
。
同
是
動
物
纖
維
的
毛
線
，

紅
花
色
素
卻
不
著
色
。
因
紅
花
色
素
為
單

色
直
接
性
染
料
，
所
以
也
有
被
當
作
紅
顏

色
染
繪
於
在
日
本
的
傳
統
木
板
貼
紙
畫

上
，
在
日
光
下
常
顯
色
為
粉
紅
色
。

紅
花
染
光
學
檢
測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依
然
使
用
天
然
染

料
，
雖
然
一
七○

四
年
的
普
魯
士
藍
是
第

一
個
合
成
色
料
，
以
及
一
八
二○

年
的
無

機
顏
料
鉻
黃
，
但
真
正
的
人
工
化
學
合

成
性
染
料
則
是
一
八
五
六
年
英
國
化
學
家

威
廉‧

亨
利‧

伯
琴
︵W

illiam
 H

en
ry 

P
erkin

, Jr.

︶
於
合
成
奎
寧
時
無
意
地
製

成
了
苯
胺
紫
。
所
以
本
院
所
藏
亞
洲
織
品

中
，
依
其
製
成
年
代
，
可
能
有
使
用
紅
花

染
料
的
機
率
應
該
非
常
高
。

許
多
古
織
品
染
色
分
析
都
使
用
高

效
液
相
層
析
法—

光
二
極
管
矩
陣
檢
測

器
︵H

P
L

C
-P

D
A

, H
igh

 P
erform

an
ce 

L
iquid C

h
rom

atograph
y–P

h
otodiode 

A
rray D

etector

︶
主
要
是
對
織
品
上
的

染
色
色
素
進
行
分
離
與
檢
測
，
但
此
法
需

要
破
壞
取
樣
，
溶
解
後
分
析
才
能
得
到
答

案
。
可
以
選
擇
另
一
種
非
破
壞
的
﹁
螢
光

分
析
法
﹂
來
檢
視
織
物
上
的
染
料
，
此
項

分
析
方
法
是
以
紫
外
光
直
接
照
射
激
發
染

料
，
測
知
染
料
是
從
動
物
或
植
物
中
取

得
，
並
且
以
通
過
光
譜
，
依
據
螢
光
強
度

的
等
值
線
圖
進
行
比
較
，
可
判
定
識
別
每

種
染
料
特
異
性
。
此
次
檢
測
使
用
紫
外

光
下
的
螢
光
攝
影
︵U

ltraviolet digital 

photography

︶
來
初
判
檢
視
本
院
院
藏
亞

洲
織
品
是
否
含
有
紅
花
染
料
。

紅
花
染
料
的
特
別
屬
性
為
顯
色
中

帶
有
些
微
的
螢
光
成
分
，
我
們
可
利
用
這

個
天
然
的
螢
光
特
性
，
以
紫
外
光
來
初
步

判
別
織
品
中
是
否
含
有
紅
花
染
料
。
按
梶

谷
宣
子
女
士
對
於
與
每
一
種
染
料
在
紫
外

光
下
超
過
百
次
記
錄
集
結
的
報
告
中
，
說

明
紅
花
染
對
於
螢
光
反
應
特
別
強
烈
，
相

圖二　紅花葉有刺，花如薊，與番紅花不同　闕碧芬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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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
帶
有
橘
紅
色
的
幾
何
造
形
花
朵
圖

案
，
紫
外
光
下
，
同
樣
的
幾
何
造
型
花
朵

圖
案
呈
現
橘
色
螢
光
，
並
可
見
其
底
層
的

緯
線
也
同
是
橘
色
螢
光
，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初
判
幾
何
造
形
花
朵
圖
案
緯
線
部
分
含
有

紅
花
之
紅
色
素
。

紅
花
染
成
的
絲
繡
線
，
在
印
度
的
掛

飾
中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圖
十
二
︶
，

其
線
因
無
加
撚
，
具
蓬
鬆
感
，
視
覺
感
覺

色
彩
非
常
飽
和
︵
圖
十
三
︶
，
自
然
光
下

織
品
色
彩
強
度
豐
富
，
肉
眼
觀
察
艷
麗
的

桃
紅
色
常
被
誤
以
為
是
紅
花
染
染
色
的
絲

線
。
接
下
來
進
一
步
觀
察
比
對
圖
十
四
與

圖
十
五
，
可
以
看
到
圖
中
左
邊
婦
女
下
方

裙
襬
位
置
與
右
邊
婦
女
頭
巾
區
域
的
橘
色

測
出
織
帶
的
經
緯
組
織
是
以
紅
花
染
為

經
，
其
他
色
線
為
緯
交
織
而
成
。

院
藏
印
度
織
品
中
，
我
們
也
看
到
相

同
紅
花
染
料
的
螢
光
反
應
。
印
度
古
代
染

料
的
應
用
範
圍
非
常
廣
，
根
據
日
本
染
織

文
化
研
究
學
家
上
村
六
郎
︵
一
八
九
四

∼

一
九
一
一
︶
的
研
究
︵
註
四
︶

，
對
於
印

度
佛
經
典
所
寫
的
﹁
紅
蓮
花
﹂
是
指
紅
花

染
，
而
﹁
赤
蓮
花
﹂
赤
蓮
花
應
該
卻
是

印
度
的
茜
草
染
。
印
度
植
物
染
料
在
絲
路

貿
易
之
前
主
要
是
染
在
在
棉
布
上
，
蘇

木
與
印
度
茜
草
是
主
要
染
印
在
棉
布
上
的

紅
色
，
絲
路
之
後
便
以
紅
花
染
絲
線
為
繡

線
，
繡
花
於
布
上
。
︵
圖
七

∼

十
一
︶
院

藏
印
度
織
金
紗
麗
，
正
常
光
下
可
以
看
到

對
於
同
樣
是
紅
色
系
染
料
的
茜
草
染
，
在

紫
外
光
下
則
是
完
全
沒
有
螢
光
反
應
。
紅

花
染
色
的
織
品
褪
色
率
高
，
從
正
常
光

下
攝
得
的
照
片
就
可
看
到
多
已
退
色
接
近

橘
紅
色
。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藏
品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的
包
袱
巾
︿
大
紅
暗
花
緞

包
袱
﹀
局
部
︵
圖
三
︶
，
紅
絲
線
提
花
織

作
成
緞
面
，
中
間
五
色
帶
為
此
包
巾
的
捆

帶
，
紫
外
光
下
可
看
到
緞
織
面
與
綑
帶
的

中
間
紅
色
區
域
有
橘
色
螢
光
反
應
。
︵
圖

四
︶
將
緞
織
面
的
紫
外
光
顯
微
攝
影
放
大

如
紅
圈
處
︵
圖
五
︶
，
即
可
見
到
更
細
緻

的
螢
光
反
應
，
圖
六
的
螢
光
部
分
除
了
在

綑
帶
自
然
光
下
桃
粉
紅
色
處
，
在
藍
色
部

分
的
底
層
也
透
出
螢
光
反
應
，
於
是
可
推

繡
線
應
是
紅
花
染
。
圖
十
六
與
圖
十
七
左

下
角
的
桃
紅
色
小
牛
，
在
紫
外
光
下
並
無

螢
光
反
應
，
桃
紅
色
繡
線
應
是
其
他
的
紅

色
染
料
；
人
物
的
頭
巾
、
檔
布
與
白
花
瓣

勾
邊
，
及
右
上
角
的
鳥
之
橘
紅
色
絲
繡
線

卻
呈
現
出
強
烈
的
螢
光
反
應
。
圖
十
八
與

十
九
圖
片
下
方
鳥
之
腹
部
，
與
上
方
鳥
身

體
形
態
的
勾
邊
輪
廓
線
及
鳥
的
嘴
部
區
塊

皆
有
螢
光
反
應
。
圖
二
十
與
圖
二
一
孔
雀

羽
毛
的
分
隔
線
條
與
鳥
身
的
輪
廓
線
也
是

如
此
，
但
其
雙
翅
的
粉
紅
色
反
應
並
非
是

紅
花
染
的
螢
光
。

紅
花
染
早
興
於
地
中
海
沿
岸
與
小
亞

細
亞
地
區
，
檢
視
本
院
的
土
耳
其
染
織
藏

品
，
也
可
以
發
現
紅
花
染
的
存
在
。
︵
圖

二
二
、
二
三
︶
土
耳
其
鄂
圖
曼
帝
國
時
期

典
型
的
刺
繡
多
以
亞
麻
為
地
、
絲
線
為
繡

線
，
在
亞
麻
布
上
下
兩
緣
施
以
基
本
的
十

字
繡
、
及
金
屬
線
與
有
色
線
直
針
繡
與
釘

繡
法
繡
出
花
朵
圖
案
或
花
園
盆
景
縮
影
。

在
這
兩
件
藏
品
的
圖
案
中
，
可
以
看
到
繡

線
顯
色
有
粉
紅
、
淡
粉
紅
與
淡
橘
色
，
紅

花
的
紅
色
素
褪
色
十
分
嚴
重
如
圖
二
四
、

圖
二
五
，
紫
外
線
螢
光
攝
影
的
強
烈
螢
光

反
應
證
明
了
其
紅
色
素
的
存
在
。

小
結

由
以
上
觀
察
，
紅
花
染
中
的
紅
花
素

屬
非
水
溶
性
單
色
性
染
料
，
色
彩
鮮
豔
並

可
染
成
豐
富
的
深
淺
色
階
，
在
紫
外
光
下

的
螢
光
反
應
的
強
弱
程
度
因
其
染
色
濃
淡

層
次
，
及
絲
線
受
染
時
是
否
完
全
浸
染
、

染
料
是
否
充
分
作
用
而
有
不
同
。
但
褪
色

圖三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紅暗花緞包袱〉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四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紅暗花緞包袱〉局部　國立故宮
博物院藏　紫外光下螢光反應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五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紅暗花緞包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局部　顯微放大攝影 登錄保存處
修護資料

　　　 使用手持式數位顯微放大鏡切換UV燈，UV Led 375nm
放大倍率65倍，因燈源與織物距離無法達到很好的紀錄
並此件織品的絲線是加撚後染色會有不均勻的情況以致
出現些許部分螢光。

圖七　印度　綠地織金提花紋紗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印度　綠地織金提花紋紗麗　局部　幾何造型花朵圖案顯
微放大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放大倍率60倍

圖八　 印度　綠地織金提花紋紗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九　 印度　綠地織金提花紋紗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紫外光下螢光反應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十　 印度　綠地織金提花紋紗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紫外光
下螢光反應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紫外線強度波長365nm

圖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紅暗花緞包袱〉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
院藏 紫外光下顯微放大攝影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使用手持式數位顯微放大鏡切換UV燈，UV Led 375nm 放大倍率
65倍。箭頭處與下方橘色螢光處為紅花染，圖右下標示絲線寬度
為0.250mm，左下為絲線距離為0.67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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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度
並
不
影
響
其
螢
光
反
應
，
這
是
非
常

有
趣
的
發
現
。
紅
花
染
於
絲
線
本
當
非
常

鮮
艷
，
但
在
圖
四
中
卻
無
法
看
到
全
面
的

螢
光
反
應
，
原
因
有
二
：
一
是
圖
四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
大
紅
暗
花
緞
包
袱
﹀

攝
影
是
使
用
手
持
式
數
位
顯
微
放
大
鏡
切

換U
V

燈
、U

V
 L

ed

波
長
三
七
五
納
米
，

放
大
倍
率
為
六
十
五
倍
，
此
款
顯
微
鏡
其

燈
源
與
織
物
距
離
較
難
達
到
很
好
紀
錄
範

圍
，
另
一
原
因
是
此
件
織
品
的
絲
線
放
大

觀
察
後
是
加
撚
過
的
絲
線
，
加
撚
程
序
造

成
絲
線
的
染
色
不
均
，
以
致
出
現
絲
線
僅

有
部
分
螢
光
。
圖
五
的
拍
攝
環
境
是U

V

燈

管
波
長
三
七
五
納
米
，
似
乎
圖
五
是
比
較

符
合
紅
花
染
螢
光
反
應
的
結
果
。
之
後
可

另
篇
用
更
精
密
的
分
析
方
法
來
互
相
應
證

褪
色
程
度
，
及
絲
線
加
撚
與
否
等
與
螢
光

反
應
之
間
的
關
係
。

影
響
染
料
劣
化
主
要
因
素
有
三
：
光

線
︵
照
明
︶
、
氧
氣
及
水
分
。
大
部
分
的

情
況
是
這
三
種
因
素
互
相
作
用
並
重
複
地

發
生
，
加
上
時
間
的
累
積
，
損
害
便
持
續

增
加
。
光
照
所
引
起
的
染
料
褪
色
、
纖
維

的
黃
化
，
都
將
隨
著
時
間
的
演
變
更
加
嚴

重
。
以
紅
花
染
料
為
例
，
古
代
染
料
中
受

圖二五　 土耳其　白地花草紋十字繡掛布　局部　紫外光下螢光反應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十二　印度　白地刺繡人物花草紋掛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印度　白地人物花草紋刺繡掛布　局部顯微放大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十四　 印度　白地刺繡人物花草紋掛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印度　白地刺繡人物花草紋掛布
局部　紫外光下螢光反應　登錄
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十六　 印度　白地刺繡人物花草紋掛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　 印度　白地刺繡人物花草紋掛布
局部　紫外光下螢光反應　登錄
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十八　 印度　白地刺繡人物花草紋掛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印度　白地刺繡人物花草紋掛布
局部　紫外光下螢光反應　登錄
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二十　 印度　白地刺繡人物花草紋掛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一　 印度　白地刺繡人物花草紋掛布
局部　紫外光下螢光反應　登錄
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二二　 土耳其　白地花草紋十字繡巾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三　 土耳其　白地花草紋十字繡掛布
局部　紫外光下螢光反應　登錄
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二四　 土耳其　白地花草紋十字繡掛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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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褪
色
最
為
顯
著
的
就
是
紅
花
染
料
，
我

們
常
在
博
物
館
內
看
到
本
來
色
彩
鮮
麗
的

紅
色
織
品
，
褪
成
後
來
常
見
到
的
橘
紅
、

褐
、
暗
淡
黃
色
，
染
料
的
耐
光
堅
牢
性
逐

漸
消
失
，
染
料
的
劣
化
就
是
﹁
褪
色
﹂
。
因

此
如
何
避
免
褪
色
是
染
料
化
學
科
學
研
究

實
驗
和
博
物
館
藏
品
維
護
的
重
要
課
題
。

天
然
染
色
的
織
品
受
光
就
會
造
成

褪
色
，
並
隨
著
時
間
累
積
而
增
加
褪
色

率
。
染
料
的
耐
光
堅
牢
度
，
受
到
光
線
與

濕
度
的
影
響
產
生
劣
化
，
如
要
測
得
較
正

確
褪
色
程
度
的
色
差
判
別
，
不
宜
用
肉
眼

觀
察
，
應
以
色
差
儀
測
得
的
數
據
輔
助
。

每
種
染
料
萃
取
出
來
的
染
色
堅
牢
度
各
不

相
同
，
如
紅
色
染
料
中
，
茜
草
比
紅
花
的

染
色
堅
牢
度
強
很
多
。
染
料
劣
化
原
因
也

受
布
料
纖
維
影
響
，
例
如
棉
的
含
水
量
較

高
，
所
以
染
於
棉
的
紅
花
色
素
比
染
在
絲

上
的
紅
花
色
素
褪
色
度
高
。

所
以
織
品
染
色
的
劣
化
是
複
合
性

的
影
響
並
且
不
可
逆
，
除
了
染
料
外
，
作

為
染
色
載
體
的
纖
維
︵
如
棉
、
麻
、
絲
︶

長
時
間
受
光
照
、
氧
化
與
濕
度
的
作
用
，

使
纖
維
黃
化
與
脆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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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
、
毛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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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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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照
時
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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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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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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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員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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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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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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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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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料
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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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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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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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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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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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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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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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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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的
照
明
都
把
光
度
極
限
調
到
二
十
五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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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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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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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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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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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線
照
射
，
及
限
制
織

品
類
敏
感
材
質
展
覽
期
程
的
主
要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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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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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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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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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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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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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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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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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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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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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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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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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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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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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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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方
染
色
文
化
的
研
究
︾
，
東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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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書
房
，
一
九
三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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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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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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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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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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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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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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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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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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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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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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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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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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