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續發展是二十一世紀博物館所面臨的新課題，身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修護人員，期間

經手不少清宮舊藏書畫手卷，其裝潢、格式與材料都有獨特之處，也發現傳統的裝裱修復

方法與材料皆早已默默實踐永續的精神，此精神如同當今博物館文物修護界所提出「最小

干預」與「可逆性」的原則。本文便以此原則作為裝裱修復的策略，並於下一期月刊接續

介紹修復步驟與材料的再使用。

▌洪順興

傳宋劉松年〈十八學士圖〉 
文物狀況與裝裱修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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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宋劉松年〈十八學士圖〉卷畫心為絹本

設色，用筆細膩，人物表情、衣著、擺飾、傢俬、

花草植栽、庭園造景以及文會活動皆有深刻描

寫，從明董其昌（1555-1636）所題跋的隔水與

裝裱材料判斷應為明代裝裱。全卷裝裱平整，

薄而柔軟，背紙光潔，是少見的裝裱佳作。

　　全卷有多次重裝修復痕跡，其中畫意有不

少描金與細小白、粉紅色顏料於多次裝裱後逐

漸消失與模糊。本卷褐黑色撞邊紙脆化極為嚴

重，幾已脫落並損及鑲接處的畫心與拖尾，天

頭與包首錦缺損與斷裂，畫心中段曾遭撕裂並

經頂條修復。加上過去不當的捲收與持拿，造

成眾多的摺痕導致無法展示。因此必須擬出修

復策略裝裱此手卷，使文物可以得到最好的保

護與留下最多、最原始的文物與物質訊息。

圖 1　傳宋　劉松年　十八學士圖　卷　畫心與董其昌題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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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宋劉松年〈十八學士圖〉卷歷史背景

一、作品基本資料
　　本幅無作者名款，第二隔水董其昌跋「五

代周文矩有十八學士圖，宣和畫譜戲此乃劉松

年所摹，前輩跋之頗詳，丙寅二十日得於京邸

因題，其昌」，卷內鈐有乾隆（1736-1796）、

嘉慶（1796-1820）、宣統（1908-1911）等皇帝

璽印，畫心右上角一印渾沌不清，未見著錄。

於《石渠寶笈三編》（御書房）第七冊，《故

宮書畫錄》（卷四）第二冊，《故宮書畫圖錄》

第十六冊，皆錄為劉松年之作。1（圖 1、2）

二、劉松年
　　劉松年（活動於 1174至 1225年前後），

南宋浙江錢塘人（今杭州），居清波門，俗呼

為暗門劉。為南宋孝宗年間（1162-1189）畫院

學生，宋光宗紹熙（1189-1194）年補待詔，是

宋孝宗、光宗、寧宗（1194-1224）三朝時的宮

廷畫家。師李唐（1066-1150）學生張敦禮（?-

1107），神氣精妙，名過其師。其山水皴法受

李唐影響，風格上沿董源（?∼約 962）、巨

然（生卒年不詳，五代十國南唐畫家）。與

李唐、馬遠（1160-1225）、夏圭（約 1180至

1230前後）並稱「南宋四家」，為「院體」畫

代表畫家。工人物與山水，筆精墨妙，設色

妍麗變化多，山水以青綠為主而加以變化。2 

所作造景、植栽花卉、湖石、盆景乃至傢俱描

繪細膩，質感豐富，屋宇界畫精細工整；人物

表情或老或少自然逼真，傳神見勝，衣褶造型

生動饒富變化，目前藏於本院作品有〈四景山

水圖〉、〈天女獻花圖〉、〈羅漢圖〉、〈醉僧圖〉、

〈補衲圖〉等。

文物狀況描述

一、裝裱形式
　　此幅為二色撞邊手卷，裝裱結構由右向左依

序分天頭 45.6×55.3公分—隔水一 45.6×13.4

圖 3　全幅共有三段硬接口　楊早早繪圖

圖 2　傳宋　劉松年　十八學士圖　卷　拖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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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畫心為二經一緯平織絹，每平方公分約有經線 34條、緯線 46
條。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公分—迎首 45×91.3公分—隔水二 45×14.6

公分—畫心 45×182.3公分—隔水三 45×14.4

公分—題跋拖尾 45×369.4 公分─隔水四

45×14.4公分—空白拖尾；手卷總長 1191.9公

分。全幅共有三段硬接口：3首先是隔水一，兩

側鑲接天綾與迎首皆為硬接口，前段出現兩次

硬接口於手卷裝裱中非常罕見，推測天頭部分

曾單獨取下修復再以硬接口方式黏貼。而第三

個硬接口出現於隔水四，此位置以硬接口處理

主要原因可能是尺幅太長使然，由於乾燥板牆

長度不足因而分段上板乾燥，之後再以硬接口

方式鑲接。（圖 3）

　　一般而言，手卷長度至少 10公尺，常為克

服桌面長度不足以及解決板牆長度不夠之苦，

裝裱時便以分段覆背後繃平乾燥，再裱後半

段。此法自古以來皆有為之，如明代江左先生

（1582∼約 1658）所提：「包首通後必長托，

用長案接連幀之，如卷太長，則先裱前半，

壓定俟乾，再裱後半，以必通長無接縫為妙，

砑令極光。」4或者一次覆背後再分段上板乾

燥，也可使用幾張桌子相連後於桌面上繃平。

手卷覆背與繃平方法很多種，其中分段裝裱再

鑲接，接口處會增加厚度，漿糊的水分也會造

成裱件變形，因而影響手卷的品質。

二、畫心與裝裱材料
　　本幅畫心為二經一緯平織絹，於顯微鏡下

觀察每平方公分約有 34條經線與 46條緯線，

屬中等密度。（圖 4）天頭為湖綠色雲鸞紋綾；

緯
線

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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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隔水與其餘隔水皆為仿古色雲鳳紋緞，其組

織為五枚二飛顯經亮花緞。5（圖 5、6）迎首黃

地灑金箋，右下有泥金描繪前景湖中沙渚，三五

成林草木豐姿，對岸平遠巒丘幾可連成一線，天

空以泥金勾勒描繪浮雲，一副江南景緻，通幅餘

空處皆雨夾雪灑金，極具裝飾性。包首為黃地華

蓋燈籠妝金錦，其組織為 2／1斜紋妝金彩緯，6

此織金錦於包首中較為少見。（圖 7∼ 9）

　　天、地桿為杉木，質地輕，天桿左右兩側

採取平整無刻略凹的方式處理，並無《裝潢志》

所云狀況：「卷貼兩頭刻凹些，須以容包首折

邊之痕，視之一平可愛。」玉片未矗出卷外（出

軸）是與手卷齊平，地桿與玉軸片相接處並非

使用最常見於兩側平面黏合的方式製作，而是

將地桿出木榫再榫接有凹槽的白玉軸片，此種

作法在手卷中並不常見。（圖 10）

　　本幅畫中出現不少置放於案上的手卷是以

出軸的形式繪製，而手卷平軸與出軸的兩種型

式從宋代至明代兼有之，只是藏家與裝裱師各

有喜好，如明代文震亨（1585-1645）於《長物志》

中提到：「畫卷須出軸，形制既小，不妨以寶

玉為之，斷不可用平軸。」此句言下之意，文

震亨較喜舊制，認為畫卷必須出軸。而在清周

二學（活動於清康雍乾）《賞延素心錄》有關

於手卷一段描述：「卷首用真宋錦及宋錦，⋯⋯

軸用白玉、西碧為上，犀角制精者，間用之

圖 5　 傳宋　劉松年　十八學士圖　局部　
隔水皆為仿古色雲鳳紋緞

圖 6　組織為五枚二飛顯經亮花緞　劉玉玲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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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備。一種須縮入平卷，才便展舒，勿

仿古矗出卷外。」因此，到清代初期平軸

已經完全取代出軸了，之後確實甚少看見

出軸手卷。7

三、作品劣化狀況
　　作品整體保存狀況不一，畫心之前至

天頭劣化狀況較為嚴重，後半段拖尾狀況

尚為穩定，通幅撞邊嚴重脆化危及保存。

以下就個別情形說明：

　　（一）包首：包桿處與別子扦插

處磨損嚴重，導致經線及部份緯線磨

損、缺失，局部出現塊狀缺損，缺損

圖 7　 傳宋　劉松年　十八學士圖　局部　包首為黃地華蓋燈籠妝金錦

圖 8　 包首黃地華蓋燈籠妝金錦顯微放大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
紀錄

圖 9　包首黃地華蓋燈籠妝金錦經緯線組織圖　劉玉玲繪圖

圖 10　地桿出木榫再榫接有凹槽的軸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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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四周有褐色滲移，侵蝕位置皆於緯線的固

定圖樣，疑似染料侵蝕。包首翻邊處磨損嚴

重，部分已脫落。由於包首保護手卷，因此

受外部環境影響最深，使用與接觸頻率最

高，加上別子擠壓造成空鼓現象最為嚴重。 

（圖 11）

　　（二）迎首：完整，材質狀況穩定，僅小

部分摺痕與斷裂痕，部份刮痕；前人全色處黃

化，顏色暗沉較為明顯。

　　（三）拖尾：前段題跋處及後段空白拖尾

保存狀況最良好，僅有幾處小折痕，小局部浮

圖 11　 傳宋　劉松年　十八學士圖　局部　包首受別子擠壓造成空鼓
與磨損 

開及空鼓。有蟲蛀痕跡，為前次裝裱即已存在。

鑲接處受到撞邊紙影響而變色，導致部分脆化。

　　（四）撞邊：上下為黑褐色撞邊紙，皆已脆

化變色，脫落嚴重，並影響到隔水、迎首、畫

心與拖尾，造成鑲接處局部脆化變色，導致捲

收與保存困難。經X射線螢光光譜儀XRF（X-ray 

Fluorescence）檢測結果：出現鐵離子與鋁離

子。推測撞邊紙使用氧化鐵成分的赭石染色，

造成脆化則與使用過量硫酸鉀鋁（明礬）有關。 

（圖 12）

　　（五）天頭綾：保存狀況良好，僅局部褪

色、變色以及水漬痕，翻邊處部分磨損與缺損，

以及修補痕跡。（圖 13）

　　（六）隔水：保存狀況良好，受到撞邊影

響鑲接處變色，部分脆化。

　　（七）畫心：黃化變色嚴重，有縱、橫向

摺痕。縱向劣化狀況與地桿捲收應力有關，橫

向摺痕則由捲收後的持握以及扦插別子所造成。

受到撞邊影響鑲接處變色，部分脆化造成畫心

缺損。畫幅中間由上而下開裂，有前人修補痕

跡。畫心局部磨損及小面積缺失，以及過去所

殘留霉斑與污漬、畫心顏料脫落不完整，部分

顏料曾滲移，筆意渙滅。經點測發現，顏料有

掉色狀況，黏著力不穩定。由於絹目較大，於

人物臉部部分可見白粉滲出，判斷背後有以白

色顏料打底。絹目之間顏料脫落，應是過去修

復時揭除命紙的過程而導致畫心局部顏料變薄。

（圖 14∼ 19）

　　（八）天桿與地桿：保存狀況良好，天桿

輕微變形。 

　　（九）別子與織帶：皆缺。

四、本卷裝裱特色
　　此件手卷最大特質是薄而柔軟且背紙光潔，

展開後，至任一位置都非常平整服貼，無一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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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黑褐色撞邊，皆已脆化變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3　天頭綾水漬痕與變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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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畫心有縱橫向摺痕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4　傳宋　劉松年　十八學士圖　局部　畫心黃化變色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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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畫心縱向斷痕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7　過去所殘留霉斑與污漬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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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過去揭除命紙時導致絹目之間顏料脫落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8　人物臉部部分可見白粉滲出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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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開合時所產生的反彈應力，故不需要用紙鎮加

以固定左右兩側。猶如唐張彥遠（815-907）《歷

代名畫記》所提：「厚薄均調，潤潔平穩」。8 

經目視檢測背紙有砑光，卷背光潔平滑，推估

背紙為竹料紙。如《裝潢志》所云：「覆紙紙

必純用棉料，⋯⋯或用上號竹料連四⋯⋯竹料

砑易光，與畫有益，切記用連七及扛連。」9 

實際於光學顯微鏡觀察檢視，其纖維型態呈頭尖

與平直，判斷為竹料紙。（圖 20）全幅手卷除

織金錦包首厚度稍厚之外，其厚度介於 0.14∼

0.20公釐，隔水 0.22公釐，此厚度與其他手卷

相較屬於較薄類型。然此薄度也有其危險性，本

幅畫心撕裂斷痕，某種因素也可能是太薄所致。

裝裱修復策略
　　裝裱的目的是要保護作品，但仍有不少文

物卻因此受到傷害。本幅手卷經全面檢測後發

現其傷害來自過去的裝裱材料、裝裱技術、持

拿、展示與不當保存收藏等因素，因而造成書

畫出現劣化狀況。計有：黃化、脆化、磨損、

斷裂痕、摺痕、缺失、浮開、空鼓、顏料磨損、

顏料脫落等；以及過去舊傷損、霉斑、漬痕與

蟲蛀等，雖有眾多劣化狀況，然而真正造成需

要重新裝裱修復的原因，是撞邊嚴重脆化以及

畫心斷裂痕與橫向摺痕，至於其他劣化狀況皆

可以使用一般加固便能達到穩定文物的目的。

前段提及畫心之後的拖尾部分狀況良好，加上

此件裝裱品質極佳，為保留最多的材質、裝裱

與藝術訊息，應選擇以安全、容易操作與最小

干預的方式做為修復策略。以下就以三種常見

的修復方式加以探討，試圖選擇出一種最合適

此手卷的裝裱修復方法：

一、一般修護
　　所謂一般修護，即以最低程度修護為原則，

達到暫時保存與可展示的程度，並不立即解決

全面的劣化狀況。此類型修護常使用於換展頻

率高的博物館，可解決修復人力與時間不足以

及待修文物數量龐大的問題，同時仍保留原畫

與裝裱的歷史以及材料與工藝技術等訊息。此

種修護的思維早在乾隆時期便已經開始，提出

「應收拾之處收拾，破處粘補收拾，淡薄收拾，

不必動錢糧。」其意是於有限的人力與經費能

部分修護便適當的修護，劣化狀況嚴重則重新

裝裱修復，若僅輕微劣化，局部加固即可。10又

如清宮乾隆六年（1741）《內務府造辦處各作

成做活計檔》所錄：

　　 乾隆六年〈裱作〉三月二十九日：「⋯⋯

其軸子、手卷俱換錦包首，應收拾之處

收拾。將換包首、錦殼面樣呈覽，準時

再做。餘剩冊頁二冊交進。欽此。」同

年十月十五日：「⋯⋯交畫二十軸，傳

旨：將畫上舊名色紙簽起下，俱另換古

色絹簽，照原簽上字樣寫名色。其畫帶

子並畫身有破處粘補收拾。欽此。」又

隔二日「⋯⋯交二等畫一百九十四軸，

傳旨：著淡薄收拾，換包首、錦殼面不

圖 20　 其纖維型態呈頭尖與平直，判斷為竹料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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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動錢糧，得時交乾清宮，算二等畫。

欽此。」

著淡薄收拾，換包首與錦殼面，便是一般修護。

書畫文物常見的劣化狀況有天桿變形、天綾天

桿處斷裂、包首磨損、包首空鼓、橫向折痕、

縱向折痕、漬痕、髒污、邊緣磨損、變形、脆化、

畫心與邊緣浮開等，皆可使用此方式加以修護。

修護方式通常用於緊急時候或修護時間不足的

狀況下執行，其中最常見的是局部修摺痕，以

及小局部空鼓、浮開與缺損的補遺，約佔一般

修護七至八成，數量與比例非常高。但其修護

後需透過繃平或壓平的方式來緩和不平整的問

題，因此大多數經由此種修護方式的文物仍會

因漿糊與水分產生的拉力，而造成些微起皺的

狀況。

　　此件手卷送修時間充裕並無急迫性，若規

劃一般修護，必須解決畫心斷裂、撞邊脆化、

變色與造成迎首、隔水、畫心、拖尾等黏接處

的變色和脆化，以及天頭與包首的空鼓、缺損

等種種問題。由於需要修護的面積與部位佔比

頗多，並考量其修護成效，小局部修護將不列

為此次修護方法的選項。

二、全面裝裱修復
　　全面裝裱修復是文物有嚴重劣化狀況，需

透過修復方法如：解體、清洗、揭裱、更換命紙、

頂條、補洞、補彩與裝裱等二十多個步驟。過

程可採原裝原裱保留鑲料（綾絹）或移除原鑲

料，而其背紙與命紙將於揭裱中移除，為不可

逆的修復方式。此法優點是可將大多數劣化狀

況一次解決，修復步驟較為固定。缺點是徹底

改變文物狀態，失去過去使用的裝裱技術與材

料之訊息，修復時間較長，難度較高風險較大。

　　本幅手卷劣化狀況主要原因是畫心之前的

部位有深折痕與撞邊脆化，並影響周邊材質，

必須移除與更換撞邊紙。畫心之前各部位尺寸

佔全幅不足三分之一，運用此法將放棄總長超

過手卷三分之二且狀況良好的拖尾，而進行全

面裝裱修復。然本件文物特色是全幅薄而柔軟，

捲開至任一位置都非常平整服貼，此種特質於

裝裱技術中視為極高標準，於舊藏手卷中並不

多見，若全面揭裱將失去這少見的裝裱佳品。

為了保留此特質與技藝及材料訊息，並判斷第

三隔水之前的劣化狀況能透過局部修復而解決，

故本件亦不採用全面揭除背紙與命紙做為裝裱

修復方式。

三、局部裝裱修復
　　對於有劣化狀況的書畫文物能全面重新裝

裱是最根本解決之道，如明董其昌〈書周子通

書〉、清無款〈無量壽佛〉的修復。但此法非

常耗費人力與時間，一件文物修復往往需要半

年甚至一、二年之久，即使有豐富收藏與時代

久遠文物的博物館也是一個沈重的負擔。或許

是基於此原因，乾隆時期在國力鼎盛且有固定

的人力下，也無法對有劣化的文物進行全面的

重新裝裱。目前本院的書畫收藏量不亞於當時，

更何況這批文物年齡又增加約二百五十年了，

因自然老化需要修護的文物勢必增加不少。我

們借乾隆皇帝的思維，以有限的修護人力，採

取有效而簡便的局部修復方法修復文物，必要

時才重新裝裱修復。此件經文物檢視後判定：

（一）拖尾除撞邊之外其餘狀況良好，擬以保留

原裝裱，僅移除劣化的撞邊。（二）天綾、隔

水與包首則使用原材料修復，而傷損較嚴重的

畫心需重裱修復以利保存與展示。對文物而言，

若能在修護中干預愈少對文物也是一種保護，

也符合國際間最小干預的修復倫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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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宛儒，《以文會友—雅集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頁 174。

3.  兩段裱件覆托後相接，相接處紙層較厚稱為硬接口。

4.  杜秉庄、杜子熊，《書畫裝裱技藝輯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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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基於以上幾種原因考量，本幅計採較為保

守又能解決劣化狀況的方式進行修復：首先全

面剔除撞邊，再以畫心為區隔，分前段修復與

後段修復。前段畫心因幾次重裱顏料與描金已

經非常脆弱，故保留原命紙，將可減少絹本畫

心於正面暫時性加固時造成對媒材的影響，並

降低揭裱過程將絹本畫心網目之間顏色揭除的

可能性；迎首與隔水狀況良好亦僅揭除背紙重

裱，之後拖尾題跋保持原狀，重新鑲接撞邊，

最後再組合成手卷。

　　每一個修復個案會因劣化狀況、修復時程

或文物尺幅等原因，而選擇適切的裝裱修復方

法，其方法優劣主要取決於是否對文物達到最

佳的保護，故將本卷分為前後兩段式修復，又

能保留最多的文物訊息，並合乎博物館修復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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