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宋人〈寒林待渡〉軸，主題描寫寒冬孤寂的渡頭之景，以前景松與

枯樹為全幅的主體，後景淡靜空疏，因山石皴法與蟹爪枯枝之筆法，被視為南宋以後之作。

其劣化狀況不利展示懸掛，而列入重新修裱計畫。以期經由修護程序，改善劣化狀況，並

恢復展示功能，同時能兼顧文物歷史訊息，盡可能保留原樣貌，以利後人研究賞析。

▌郭倉妙

宋人〈寒林待渡〉修護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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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介紹
  宋人〈寒林待渡〉軸，絹本水墨，縱長

136.6公分，橫寬 101公分，描繪寒冬渡頭蕭瑟

的情境。此圖約可分為前中後三景，前景主體

為一松樹挺立，後有枯樹成群。樹枝蜿蜒如蟹

爪，葉密而枝疏，彰顯老樹枯枝之感。且以濃

墨描繪樹體，更顯蒼勁，畫面前景形成強勁、

穩重的氣勢。又樹下有一茅草屋，另一側，描

寫一驢與商旅數人於寒冬中等待渡船。中景以

皴法勾勒河岸，示意山石漸遠，點綴枯樹寥寥。

遠景則以淡墨渲染層巒疊嶂，整體畫面營造出

寒林空寂之感。（圖 1）

  本幅裝裱為立軸形式中的宋式裱，裱件全

長 257公分、寬 102公分。畫幅兩側鑲接 0.5公

分的褐色窄邊，上下黏接正黃錦眉。錦眉外圍

採用暖黃色隔水，最後搭接湖水藍天、地綾，

天綾長度 53公分、地綾為 26.8公分。而天地

頭、隔水、錦眉皆使用鳥紋花綾，為清宮藏品

中常見裝裱配色。

狀況分析
  經檢視作品主要劣化狀況有破損、畫心浮

開、摺痕等。過去畫絹有碎裂狀況，經歷前人

修補與裝裱，過程中曾試圖將畫心殘片拼接復

原，但檢視畫面後，發現有多處殘片位置可能

錯置，產生明顯筆意不連貫的情況。（圖 2、3）

畫面破損處可分為三種不同的填色處理狀態，

分別為未補色、填補基底色、接筆畫意。前人

修補時使用相似織紋的絹布修補，有部分補絹

的全色採用近似畫心的基底色（圖 4），其中有

再添墨色接筆畫意的部分。（圖 5）亦有些缺損

顏色較淺，推測未進行全色步驟。（圖 6）

  從側光觀察，發現畫心有摺痕，且有局部

畫絹與絹脫開，產生浮開的狀態。（圖 7）再經

由透光檢視，可見破損處的透光度較高，推測

補絹處的厚度比畫心薄。（圖 8）且由缺損邊緣

與畫心未有交疊的情況（圖 9），可知補絹並非

使用「隱補」方式，而可能是採取「全幅托絹」

的方式來處理破損。

圖 1　宋　宋人寒林待渡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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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畫幅局部，筆意不連貫之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3　 畫幅局部，筆意不連貫之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4　畫幅局部，缺損處施予基底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5　畫幅局部，缺損處接筆畫意。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6　畫幅局部，缺損處未補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7　側光觀測，畫心有浮開狀況。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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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絹本畫心缺損的修補方式略有三種：

「正面嵌補」、「背面隱補」、「背面托絹」。

（圖 10）「正面嵌補」是指從畫面的正面進行缺

損修補，切割相似織紋織的劣化絹，使其與破

損洞口一致，從畫心正面黏貼補絹，故補絹與

畫心無重疊之處。而「背面隱補」則是從畫心

背面進行缺損的修復，將補絹描繪的比洞形略

大一點，實際黏貼時會與畫心有約 0.1公分的搭

接處。前兩種補絹方式，均需針對每一個缺損

處切割合適的補絹。

  最後「背面托絹」的方式是以一張完整絹

布經托裱於畫心背面，完成破損補絹的處理，

故不需逐一填補缺洞。此幅藏品經透光與側光

檢視得知，推測採用全幅托裱的方式來處理細

碎的破損狀態，在面對有多處破損的畫心來說，

是快速且便捷的方式。但也容易產生厚薄不一

致的狀況，缺損處的厚度不足；若因畫心為畫

絹，且托襯材料亦使用絹，則需要更濃稠的漿

糊，易導致裱件的柔軟度降低，對於立軸捲收

狀態時較不利。

圖 8　透光觀測，破損處透光度較高。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9　 缺損邊緣與畫心未有交疊的情況，於補絹上有補筆。　國立故宮博物院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0　絹本畫心缺損的修補方式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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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護考量
  在面對藏品托裱整絹的狀況，需思考後續

揭除覆背紙層與托紙層時，是否該再繼續揭除

托絹層。（裱件紙層詳見圖 11）若以改善畫心

劣化問題為考量，揭除托絹後，能夠採用隱補

或嵌補的方式逐一處理畫心的缺損，同時可改

善畫心浮開、厚度不一致等問題。但因補絹正

面存有早期修補的接筆痕跡，需再討論與思考

補絹的留存。根據《威尼斯憲章 1964》第十一

項記載：「各時代加在一座文物建築上的正當

的東西都要尊重，因為修復的目的不是追求

風格的統一⋯⋯」。雖然補絹上的補筆非原創

者的筆墨，但因補筆象徵一個時代的修補方式

與痕跡，隨著時間留存已久具有歷史意義，在

時空架構下，儼然已成為畫幅的一部分。當前

執行修護工作，除了保留原畫作，且同時也應

考量修補痕跡的價值性。因而此次揭裱作業，

顧及保存整托絹上前人補筆與畫意的前提下，

故決定保留托絹層。

  而此藏品的原題簽狀況也很特殊，需要於

修護執行前進行討論。藉由透光觀測，發現此

幅藏品包首上有兩組題簽（圖 12），因而修護

前需考量兩組題簽的保留問題。以往重新修裱

的藏品，皆會保留包首上的題簽與標籤，完成

修護時會逐一回貼。兩題簽長度與寬度相若並

相疊合（圖 13），上層題簽使用楷體書寫「宋

人寒林待渡」，次層題簽則使用宋體字書寫「□

營邱寒林待渡圖」（圖 14），有多處缺損，首

字已磨損無從判別，而第二、三字依據部分殘

留形體，判讀為「營邱」二字，推測可能是「李

營邱寒林待渡圖」，表示過去曾有藏者認為此

幅作品為李成（919-967）之作，而後人再改題

為「宋人寒林待渡」，將第二件題簽黏貼覆蓋

於上。因兩題簽紀錄該藏品的更名歷程，經與

典藏研究單位研討，決議將兩題簽皆予保留，

併列於包首之上（圖 15），以供後人研究時參

考。

修護步驟
  修護執行前，需做基礎檢測與紀錄，乃為

修護工作的根基。修護前攝影紀錄包含正面光、

側光與透光。不僅能記錄文物未修護前的樣貌

與細節，且能透過不同方向的光源，推測裱件

內層結構、劣化狀況等，利於修護過程有所參

照。而紀錄也包含丈量裱件各部位的長度與厚

度，於後續還原裝裱與更新背紙上有所依據。

圖 11　整體裱件紙層分解圖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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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藏品的裱料部分保存狀況良好，除畫心修

護執行外，規劃保留正面原裱料，揭除裱件背

後因老化而支撐力不足的紙層，重新托裱新背

紙，達到保護支撐畫心的功能。這樣續用原裱

料的修護方式，一般稱為「原裝原裱」，維持

藏品的原裝裱樣式。

  因整體裱件長達 257公分，為修護執行的安

全性考量，故先解體藏品（圖 16），移除天、

地桿，並將藏品按部位分解，天綾、畫幅、地綾

共三部分，分段進行有助於修護過程的操作。而

後進行媒材穩定度檢測（圖 17），確認顏料接

觸水分時不會產生溶解現象，方能於後續使用清

水清潔畫面。首先於畫作底層鋪墊吸水紙，由正

面覆蓋不織布保護畫心，接著使用灑水的方式，

溫和的將水分施加於畫面（圖 18），經水分溶

解髒汙後，吸附著於下層吸水紙。（圖 19）因

絹畫濕潤後軟化且十分脆弱，此清洗方式能避免

觸碰到畫心表面，是較為溫和與安全的方式。

圖 13　 以清水潤濕，分離兩組疊合題簽。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
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2　 由透光檢視，發現有兩組題簽。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4　 兩組題簽的字型與內文有所不同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5　 將兩題簽皆予保留，併列於包首之上。　國立故宮博物院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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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使用竹起分解裱件的地綾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7　媒材穩定性測試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8　從正面施加水分，清潔畫心。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9　 髒汙經水分溶解，吸附著於下層吸水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
處修護紀錄

圖 20　 從角落試揭，瞭解背紙層結構。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21　潤濕背紙，逐一揭除背紙層。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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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清潔乾燥後，將進行背紙移除的步驟。

因移除背紙工時冗長，過程中喪失背紙支撐的

畫心十分脆弱，故於畫幅正面貼裱暫時保護紙

張，待更新背紙後，再將正面暫時加固層移除。

展開揭除背紙作業時，從畫面角落著手分析背

紙層（圖 20），預先瞭解背紙種類、層數與黏

著度，利於規劃揭除背紙的順序。經分解畫心

背紙結構層，由外而內如下：兩層覆背紙、一

層皮紙托紙層、一層托絹層，背面層數合計為

四層結構。（見圖 11、20）由前述修護考量決

議保留托絹層，以筆刷潤濕背紙，逐一揭除背

面紙層，能於保留的托絹層上看到深色的缺損

填色處理。（圖 21、22）

圖 22　 揭除背紙後，保留托絹層上能觀察到前人全色的痕跡。　國立故宮博物院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23　 於托絹層背面，加托美濃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
保存處修護紀錄

  關於修護層次，最後選擇將劣化嚴重的背

紙揭除，保留畫心後層的托絹。因此針對畫心

與整絹有局部浮開的部分，施予漿糊重新加固

回貼，能穩固畫心與托絹的黏合狀況。因基底

材已相當脆弱，故再加托一層日本薄美濃紙與

薄美栖紙，以維持基底材的強度與增加柔韌性。

（圖 23）日本美栖紙製作過程添加碳酸鈣，為弱

鹼性，能為老化的絹畫添加鹼藏物，減緩絹本

酸化程度。

  畫心破損處使用整托絹補洞，使破洞處與

原畫心產生厚薄不一致的問題。本次解決方式

擬從托紙層背面黏貼紙張隱補，來改善破損處

厚度不足的問題。（圖 24）隱補的步驟是於背

圖 24　於破損處背面黏貼補紙，改善厚度不一致問題。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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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使用皮料細條紙加強斷裂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26　兩題簽破損修護與全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27　 根據原尺寸重新組合鑲料與畫心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
紀錄

圖 28　托裱覆被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面放上補紙，透過底層光板使用鉛筆描繪缺損

的形狀，依據鉛筆線進行切割，製作與洞形相

若的補紙，最後黏貼於缺損處的背面。同時利

用透光檢視裂縫，使用皮料細條紙黏貼裂痕與

摺痕，有效的強化斷裂處（圖 25），防止日後

掛軸捲收時產生新的摺痕。

  待畫心與上下隔水修護完成後，整理裱件

的其他部份，例如天、地綾以及破損的題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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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以相同程序作清洗、更新托紙、隱補

缺損、頂條與全色。在修護完成裱件的三個部

分天綾、畫心、地綾，並上板繃平後，根據原

尺寸重新鑲接、方裁、翻邊後（圖 27），執行

覆背。

  覆背是裝裱中一個重要的環節，需要熟練

技術與經驗。因裱件包含各種不同材質的綾絹，

在覆背過程會因接觸水分，產生不同的膨脹狀

態，需控制裱件的平整，才有利於將上糊的覆

背紙刷平黏貼。（圖 28）覆背紙的選用需視裱

件的大小、鑲料與畫心的厚度與強度。此次選

用日本宇陀紙作為覆背紙，因正面畫絹脆弱，

故選用紙張強度與韌性高的紙張，才能有效包

護並支撐整體裱件。待上板乾燥繃平後，再進

行安裝天地桿，沿用原天、地桿、軸頭，盡可

能保留原裝裱形式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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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藏品修護過程中，修護師常需思量「去留」

的問題。希望在保留藏品的原樣式與歷史訊息

的同時，亦能夠有效的解決藏品產生的劣化狀

況。當藏品的劣化狀況已不利於展示收藏時，

會列入重新修裱的規劃，藉由清洗和移除老化

無支撐力的背紙，有效處理畫心上多種劣化情

況，並且加強脆弱的環節，最後再賦予新背紙，

重啟保護畫心的作用。除了原畫心的保存外，

長時間留存的畫意補筆，雖已非原作樣貌，但

因歷時悠長且具有歷史性，記錄著作品過往被

修補的樣貌，仍選擇尊重歷史痕跡與現狀。修

護舊藏品的目的是為了減緩藏品劣化狀況，但

同時需兼顧維持裱件的原樣式與標籤訊息，留

待後人研究時參考。

此次修護計畫為筆者與裱畫室同仁廖欣冠、施雯文

共同協力執行。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