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寧波府屬地理輿圖〉為一幅浙江地區的軍事營汛圖，原屬〈浙江四府兵要地圖〉組圖之

一，組圖包含紹興、金華、衢州、寧波共四幅，內容註記寧波沿海陸地、島嶼的防守情況，並

以黃籤浮貼註記兵防要勢。因該圖有多處摺痕不利於展示懸掛（圖 1、2），因此規劃本次修護
計畫，經由重新修裱來改善原有的劣化狀況（圖 3），以利於未來展示功能與典藏收存。

地圖概況
　　〈浙江寧波府屬地

理輿圖〉描繪浙江寧

波府一帶軍防地理分布

狀況包含境內山川、島

嶼、城池、營汛分布及

軍事單位位置，且標示

各營兵力、防汛與營汛

布署等訊息。地圖採北

上南下定位，圖沿四周

以文字註明「北至的海

縣后海塘陸拾肆里外至

大海洋為界」、「東至

定海縣鯨頭海岸壹百肆

拾里外至大海洋為界」、

「南至台州府寧海縣參

百壹拾里為界」、「西

至紹興府餘姚縣洞下湖

壹百壹拾里為界」訂立

輿圖四至範圍，並使用

紅框白底標示地名所

▌郭倉妙　

〈浙江寧波府屬地理輿圖〉修護紀實

圖3　清　 浙江寧波府屬地理輿圖　全幅　修護後正面光攝影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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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傷損，更甚者部分絹絲有斷裂的情形。經

透光照射，可觀察到立軸裡層有多處補紙，補

紙外型粗略（圖 6），推測製作立軸時，地圖背

紙可能已有多處破損，故而進行背後紙層隱補，

屬，浮貼黃籤墨書，註釋沿海陸地或島嶼的防

守狀況，詳載兵營部屬、地勢關係。

　　描繪技法為絹本重彩設色，山與島嶼採用

傳統青綠山水設色，山體為水綠，山峰厚彩青

色，漸層而下，色彩鮮艷明亮。

使用淡墨線條標示水波浪潮，水

域以淡墨施染，與陸面作為區

隔。位置分布採用鳥瞰視角，圖

中景物則以平面、立面結合形象

描繪，城牆、營汛與村落俱以符

號繪出，城池和村落設以黑瓦朱

牆，和青綠山石形成強烈的對

比，提高整幅地圖彩度。

　　地圖裝裱使用立軸型式收

藏，隔水以棕色 2公分小邊圍繞

四方，再接以藏青色絹料作為天

地，天頭長度 16.5公分、地頭

10公分，掛軸全幅長為 181.5公

分、寬 151公分。與書畫類立軸

相較之下，此輿圖的天地綾長度

明顯較短，應與地圖有資料功能

及便於查閱取向有關，故鑲料不

宜裱裝過度。而輿圖本幅尺寸長

149公分、寬 146.8公分，由兩

張畫絹連接而成，可見輿圖左側

有一條縱向交接縫。（圖 4）除

此之外，於修護過程中發現畫面

摺痕呈方格狀排列（圖 5），推

測早期為方便攜帶，曾經以多方

對半摺疊收存，而後才裱裝為捲

軸形式。

　　早期摺疊方式對於絹本纖維

易產生摺損，後續製成立軸長期

捲收情況下，產生摺痕並加劇原

圖1　 清　 浙江寧波府屬地理輿圖　局部　修護前正面光攝影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圖2　 清　 浙江寧波府屬地理輿圖　全幅　修護前側面光攝影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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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修護過程中，以側面光觀察圖面摺痕呈方格狀。　國立故宮博物院
修護紀錄

圖6　 經透光觀察，發現舊補紙外型粗略。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圖7　 補紙處顏色暗沉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圖4　 地圖由兩張畫絹連接而成，側面可觀察到交接縫。　國立故宮博物
院修護紀錄

緩和厚薄差距。前人修護時所使用的補紙不僅

有輪廓粗糙的缺點，還因為補紙顏色較深，易

透過絹面，導致地圖局部暗沉，造成觀賞時負

面的視覺效果。（圖 7）此皆源於前人在選擇補

紙與修補技術上未能謹慎考量，因此產生新的

劣化狀況。

　　除了背紙破損，從正面觀察亦有絹面缺失

（圖 8），已露出底層背紙。尤其是地圖下半部

分，過去摺疊方式產生橫向與縱向交叉處，破

損較多且明顯，因而推測輿圖下半部為摺疊收

存時的最外層。黃籤有部分斷裂與傷損的情況，

雖大部分採用浮貼固定的方式（圖 9），亦有全

面貼實的狀況。

修護
　　本次修復採取原裝原裱的方式，僅更換背

紙層，將掛軸的裱料視同畫心一併修復，保留

立軸原始的裝裱格式與材料，包含正面各部份

鑲料、天地桿、軸頭等。因修護步驟繁瑣，簡

列流程圖說明修護操作順序。（圖 10）首先進

行拆解天地桿、天頭與地頭（圖 11、12），於

媒材加固前文物盡量減少水分接觸，故以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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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絹面破損處，露出深色補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圖9　 黃籤多數以浮貼方式固定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圖10　 修護流程圖　作者製

圖11　 拆解原天桿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圖12　 拆解原地桿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圖13　 乾式拆解鑲料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拆解

天、地桿

破損處

補絹

加托背紙

媒材加固
媒材穩定

性測試

揭除暫時性

加固層

畫面清洗

摺痕處

頂條
還原裝裱

正面暫時

性加固

移除背紙

與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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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的方式（圖 13），運用竹起子分離鑲料黏

接處，減小修復時所要處理的面積，有助於後

續步驟進行時，在操作上更為安全與便利。

　　本輿圖結構組成可分為顏料層、絹料基底

層和背紙層三個部分，以及四周的原裝裱材料。

因此針對各結構層進行問題改善，來完備輿圖

的整體修護。修復步驟說明如下：

一、顏料層加固
　　輿圖為重彩設色的作品，首先需要瞭解顏料

層媒材的穩定性，穩定的媒材可以提高文物後續

清洗與裝裱的安全性，因此媒材穩定性測試與加

固是十分重要的步驟，可視為修護工作的根基。

媒材檢測方式是使用細筆沾水點測於不同顏色層

上，再以吸水紙片將水分吸除（圖 14），藉此觀

察顏色是否沾染於吸水紙上，逐步重複施加水分，

瞭解輿圖上各種不同顏料對於水的耐受程度。

　　依據顏料層檢測結果，山石的藍色、綠色

和白底上的墨字較不穩定，需要進行顏料固色。

本次固色使用 0.3%的相片級明膠，塗佈於顏料

層上，待乾燥後再度進行媒材檢測步驟，重複

加固施作，直至顏料通過穩定性測試為止。待

媒材穩定後，方能於作品上施予水分，進行溫

和的清洗工作。（圖 15）

二、揭除背紙層
　　立軸中若有嚴重的斷摺痕、空鼓、破損等

劣化狀況，可以透過揭除舊背紙與更新背紙獲

得改善。不同的立軸尺幅、紙張厚度等因素是裝

裱者的考量，每件裝裱作品皆有不同的紙張層

數與裱件厚度，通常需要透過揭除背紙的過程，

才能剖析瞭解該裱件的紙張層數。而本次輿圖

的背紙層共四層，分別為畫心背面的命紙一層、

加托紙一層與穩定整幅立軸的覆背紙兩層。

　　揭除背紙是一道漫長的工序，缺乏背紙支撐

下的輿圖十分脆弱。因此於執行揭除背紙前，在

地圖的正面需黏貼保護紙層，作為後續揭除舊背

紙時的暫時性支撐，即所謂「正面暫時性加固」。

而暫時性保護層於後續更新背紙後即可移除，完

成階段性任務。正面加固的黏著劑選擇目前修復

界常使用，可以清水移除的甲基纖維素。與畫心

接觸的第一層採用光面機械紙（圖 16），後續

再加托二層厚楮皮紙，完成支撐步驟。

　　開始進行背紙清除時，發現紙層雜亂的情

形。移除最外層的覆背紙後，可以清楚觀察到

前人的補紙（圖 17）黏貼牢固，但因背紙顏色

暗沉、正面呈色不均，影響視覺觀感，故不考

慮保留補紙，進行移除。（圖 18）

圖15　 以純水清洗圖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圖14　 媒材穩定度測試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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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絹基底的處理
　　清除背紙與前人補紙後，可以清晰看到絹

質基底材的洞口，藉此從基底材背面隱補缺損，

為最合適的時機。先前缺損僅用紙張隱補，在

材料質感與顏色都與原絹基底不相符，產生視

覺上的不協調，以至於缺損十分醒目。

　　為了使材料一致，本次補洞材料選用與絹

基底織紋與厚度相似的人工劣化絹。嵌補的方

式是於表層隔著透明片放上補絹，透過光板使

用鉛筆描繪缺損的形狀，依據鉛筆線進行切割

（圖 19），製作與洞形完全吻合的補絹，最後

黏貼固定於缺損處。（圖 20）後續托上新背紙，

圖17　 背紙揭除後，可觀察到前人補紙大面積
塊狀黏貼。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圖18　 清除背面舊紙層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
紀錄

圖19　 切割與洞型相符合的劣化絹　國立故宮
博物院修護紀錄

圖20　 將補絹從地圖背面黏貼　國立故宮博物
院修護紀錄

圖16　 正面暫時性加固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
紀錄

圖21　 加托新背紙，增加圖面強度。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圖22　 揭除正面暫時性加固紙層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圖23　 於摺痕處黏貼頂條補強　國立故宮博物
院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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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於正面調整補絹的顏色，使其與基底材色調

相近。

　　透過補絹整理地圖的基底材，最後使用皮

料紙作為新背紙的整托（圖 21），可以增加基

底材的支撐度，待新托紙乾燥穩定後，再以清

水潤濕，揭除正面暫時性加固紙層。（圖 22）

針對摺痕與斷痕的情況，於背紙的背面黏貼頂

條加強，藉由皮料紙條的強韌纖維，提供摺痕

處的支撐。（圖23）經由上述的修護步驟：補洞、

托紙、摺痕打襯等，逐一改善地圖基底材的劣

化狀況，並且增加地圖的韌性與強度。

四、還原裝裱
　　此幅立軸所保留的原織品裱料有天頭、地

頭、包首，以及木料的天桿、地桿和軸頭。原

裱料也需要接受相同的修護歷程包含清洗、更

新背紙、補絹、摺痕補強等程序。透過更新背

紙調整裱料的厚度與強度，使天、地頭與地圖

黏接時，材質性能與厚度越接近，整體裱件才

能更平穩。

　　還原最初的裝裱樣式，將天、地頭按照原

尺寸和地圖黏合（圖 24）及整體裱件方裁與翻

邊，進一步將裱件背面的包首與覆背紙層貼合，

此裝裱動作稱為「覆背」。因為本幅作品的原包

首較完整，故染製相似的藏青色絹料將長度與

寬度補長（圖 25），以利後續翻邊與夾口需求。

而兩層覆背紙則選用棉料單宣與楮皮紙，強化

整體裱件的穩定度。（圖 26）覆背結束後上板

乾燥，最後完成天、地桿的安裝。（圖 27）

圖27　 安裝原天桿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圖24　 還原原裝裱型式，黏接天地鑲料。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圖25　 原包首絹補邊料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圖26　 黏貼覆背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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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地桿訂製梧桐木粗捲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圖28　 修護前後比較　國立故宮博物院修護紀錄 
a. 修護前：舊補紙顏色深沉　b. 新補絹：採用相似材質的劣化
絹隱補　c. 全色後：將補絹處全上基底色調

結語
　　地圖因經歷摺疊收存，對於絹基底材產生

摺痕與斷痕的傷損，而後再轉裱為立軸形式，

故加深傷損狀況，經由皮料紙條的頂襯加強原

斷摺痕結構，並且透過更新背紙增加整體裱件

的強度。同時移除舊補紙造成畫面暗沉的狀況，

也改善補洞材料的質感與顏色，於視覺觀感上

能降低缺損的存在感。（圖 28）修護完成後，

使用粗捲收存（圖 29），增加卷軸直徑可減緩

裱件捲曲弧度，降低再產生摺痕的可能性。

　　此次修護計畫主要目的是為了改善地圖原

先摺痕情況，增加日後懸吊展示的安全性，以

及獲得更好的捲收保存方式。在重新修裱的歷

程中，秉持著保留文物真實性的原則，維持原

始裱件的尺寸，並且沿用舊鑲料與木料，盡可

能維持地圖原貌，以利後人研究與觀賞。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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