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盡是華夏文化精華，院藏文物每每走出故宮「舒適圈」，對文物保存

同仁都是莫大的挑戰與學習。為了文物無論身處何地都能維持最佳狀況，營造安穩的展存

環境是守護文物的第一線，更彰顯預防性文物保存的重要性！

▌張琳

守護文物的第一線─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展覽保存維護要點」訂定之沿革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擁有

中華瑰寶之世界級博物館，院藏精品吸引海內

外人士，為來臺灣必遊景點。為拓展民眾視野，

本院更積極籌劃自國內外借展之大型展覽，其

中幾檔大展如：2011年「康熙大帝與太陽王

路易十四特展」精選中國北京故宮、上海博物

館、瀋陽博物館，以及法國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凡爾賽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

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等十三家博物館，

呈現平行時空下東、西方君主藝術交會的火花；

2018年「亞洲探險記—十七世紀東西交流傳奇」

與 2023年「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

紀東西交流文化」兩檔展覽，藉由荷蘭國家博

物館（Rijksmuseum）、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

美術館、臺灣歷史博物館⋯⋯等文物，展現貿

易的脈絡與文化的交融。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各種主題世界巡迴展，本院當然是不

可或缺的站點，如 2007年「世界文明瑰寶—

大英博物館 250年收藏展」、2010年「大英博

物館珍藏展—古希臘人體之美」、2014年「另

眼看世界—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2017年

「大英博物館藏埃及木乃伊—探索古代生活」

等。來自法國 1995年的「十六至十九世紀西方

繪畫中的風景畫—羅浮宮博物館珍藏名畫特

展」、2002年結合法國 27所博物館館藏的「花

樣年華．從普桑到塞尚—法國繪畫三百年」、

圖 1　 2007年「世界文明瑰寶—大英博物館 250年收藏展」2英方
人員布展工作照。墩座內可藏調濕劑。　作者攝

圖 2　 2007年「世界文明瑰寶—大英博物館 250年收藏展」於新的木
製墩座熨貼MarvelSeal®，3較常用黏著劑貼合的工法，更具隔濕、
防酸的優點。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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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西方神話與傳說—羅浮宮珍藏展」，

以及 2017年「印象．左岸—奧塞美術館 30週

年大展」，其他國家如 2007年奧地利「華麗巴

洛克：偉大的哈布斯堡收藏家—來自維也納藝

術史博物館之巨作」、2013年義大利「蒙娜麗

莎 500年—達文西傳奇」、2014年以色列「錯

覺藝術大師—艾雪的魔幻世界畫展」、2016年

梵蒂岡「天國的寶藏—教廷文物特展」、2018

年來自俄羅斯的「悠遊風景繪畫—俄羅斯普希

金博物館特展」及 2023年的「梵蒂岡宗座圖書

館珍藏」暨「明清宮廷藏書」特展等，讓國人在

臺灣就能飽覽世界各大博物館收藏與中西藝術精

華。此外，藉由一場場享譽盛名的國內外藝術大

師的藝術饗宴，提升民眾的藝術品味與視野。1

  綜上，藉由與世界各大博物館文物交流的

機會，本院文物保存及修護人員得以參與世界

頂尖博物館文物展示、運輸方式（圖 1∼ 3）及

其保存條件、狀況檢視與紀錄⋯⋯等完整流程，

良窳各現，同仁得有切磋琢磨、精進文物保存

專業職能（Competency）機會，茲為歷次修訂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展覽保存維護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之重要參考依據。本文即就本

要點歷次修訂的時空背景娓娓以道。

圖 3　2007年「華麗巴洛克」奧方將溫濕度監測器藏於畫作後及運送箱內，確認文物所在環境穩定無虞。　作者攝

民國九十八年（2009）擬定初版―
緣起
  為促進中央與地方文化交流，自民國八十六

年至九十一年（1997∼ 2002）故宮舉辦二檔次

「故宮文物菁華百品展」，讓民眾可以不必舟車

勞頓即可一睹文物風采。又，為「平衡南北，文

化均富」，本院於民國九十年（2001）提出「故

宮新世紀建設計畫」，其中即包括南院籌建規

畫，民國九十三年（2004）12月 15日行政院核

定在嘉義縣太保市設置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

區。為此，本院於民國九十四年（2005）10月嘉

義縣立文化中心演藝廳舉辦「天下第一家—清

代帝王文物展」，4民國九十七年（2008）年原

展場又推出「探索亞洲—故宮南院首部曲」特

展，讓南部地區民眾就近一睹文物風采（圖 4）。

  當故宮文物日益頻繁地被借出，離開「舒

適圈」，本院文物保存人員每每面臨到種種文

物展存環境變動的挑戰，無不兢業以對，力求

展存環境的穩定，以維護文物的安全。因為唯

有縝密的預防性文物保存工作，方能避免文物

受到不必要的環境衝擊而造成傷害，減少善後

性的修復工作。



88 守護文物的第一線—「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展覽保存維護要點」訂定之沿革

  民國九十七年 3月本院組織重整，成立了

結合文物科學分析、登錄、預防性保存、修復及

安全管理的保存維護處，為了確保故宮文物不論

身在任何場域都能安然無恙，開始積極為文物展

覽環境訂定「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展覽保存維護

要點」。除了參考國內外文物保存專家學者、機

構設定之文物保存條件，以及歷來參與世界各大

博物館借展需求規範及策展之實務經驗，並請教

文物保存、標準檢驗、博物館展示實務之專家學

者、本院相關策展人員等意見，於民國九十八年

（2009）4月15日本院院務會議通過第一版之「國

立故宮博物院文物展覽保存維護要點」，囊括

「展場溫度及相對濕度」、「文物照明」、「展

場裝修」、「有害生物防除」及「文物安全設施」

等五大規範。

民國一〇一年（2012）二修
  民國一〇一年本院組織再變動，原保存維

護處更名為登錄保存處，因職掌、權責區隔，

安全管理又獨立為一室，故除了討論是否仍將

安全規範並列本要點，又參考本院歷年向國外

博物館借展，出借館方的環境需求，及文物保

存學者專家論點，5與時俱進地呼應博物館界響

應節能減碳之國際趨勢；6並考量文物保存原理

原則、本院空調機組控制能力及季節性溫差下

觀眾入館之舒適感，研擬冬季、夏季之空調設

定範圍修正初版之溫濕度建議值。研議結果：

由於當時正館空調機能尚未能符合此次本要點

修正提議，需待大故宮計畫檢討改善，故仍維

持初版之溫濕度標準。而安全管理為展覽之重

點項目，本要點應予保留「安全設施規範」。

  另，時因銅器庫房改箱為櫃工程，擬有用

料及塗料之相關規範，是以同步修訂本要點之

展場裝修規範，增列裝修用料不得含硫，以避

免文物在含硫的展存環境中受到危害。

  同時，為維護全院環境之整潔，「有害生

物防除規範」中增加了第六項「展場及租用辦

公區域內全天候不得飲食」，以確保展場及周

遭環境之品質，餘略修部分文字。

民國一〇五年（2016）三修
  故宮南院從起草到興建完工開館歷時十五

載，興建期間，照明產業也逐漸有了轉變，石英

鹵素燈、螢光燈等傳統光源因較耗能，使得發光

二極體（LED）燈漸成主流，故宮南院也順應此

節能之時代潮流，展場文物照明全面採用 LED

燈。惟當時 LED燈研發未臻成熟，品質良莠不

齊，白光LED大多為藍光激發黃色螢光粉產生，

波長短、能量高的藍光不利文物保存，因此，民

國一〇五年本要點中的「文物照明規範」，遂參

圖 4　 2008年「探索亞洲—故宮南院首部曲特展」與國內產學合作，
應用遠距監測技術，即時監測文物展示環境溫濕度。　作者攝



89故宮文物月刊—第497期・2024年8月

考國際文物照明專家學者之建議，及權宜本院所

使用各種燈源之藍光比例，增訂「用於有機材

質文物之 LED燈以低色溫為佳，藍光比例應

低於 15%，且波峰不高於全光譜最高波峰之

1/2」，作為選擇優質 LED光源之依據。

  先前控制文物所在環境的溫濕度，多以展

場大環境控制為主，不僅徒費空調電力，亦易遭

受展場過冷之客訴。本院北部院區文物展櫃內主

動、被動式微環境控制之實務經驗豐富，南部院

區展櫃內亦多設有主動式微環境控制設備，並

以展場大環境控制溫濕度為輔，調整「溫度及相

對濕度規範」之展櫃內建議溫度適宜範圍。除

了金屬器維持 20∼ 24℃，其餘材質則由 20∼

22℃，放寬為 19∼ 23℃；24小時及 30天內溫

度 / 相對濕度震盪，分別由及 1℃/3%及 2℃/
6%，修訂為 2℃/5%及 4℃/10%，以兼顧文物

保存及節能減碳。

  另，因南院新展場具有諸多大型展櫃，使得

展品類型更多元性，凡如大件的織品在布展時可

能會直接接觸有色的材料，必須通過掉色測試，

故於「展場裝修規範」中，增列「展櫃內與藏

品直接接觸之材料不得有汙染文物之虞」，以

防範文物遭受汙染；又，依據策展執行經驗，將

木料、裱布黏著劑含水率標準由 11∼ 14%降為

11%。餘因本要點係南、北院區文物保存業務分

工併行，擴大適用範圍，以及中央主管機關變

動、法令修正等而修訂部分文字。

民國一一二年（2023）修訂
  本院雖於民國一〇五年業已訂定用於有機材
質文物之 LED燈之相關規範，惟當時低色溫的

LED顯色都難以達到真、善、美的視覺效果。

然而，由於書畫展廳既有的光纖照明系統所用

之複金屬燈泡面臨停產的困境，勢必得另覓優

圖 5　 書畫陳列室文物照明燈具三代並陳，先後順序為右前櫃：光纖系統搭配石英鹵素燈源（色溫約 3450K）；左櫃：光纖系統搭配複金屬燈源（色
溫約 3650K）；右後櫃：LED燈（色溫約 3900K）。　作者攝

光纖 -複金屬燈 光纖 -鹵素燈LED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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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燈源，遂催化了此次本要點之修訂。此次修

訂之前，特召開「書畫展廳燈光協調會」，考

量與現行複金屬燈及螢光燈色溫相仿（圖 5），

並期藍光比更低於此二種傳統光源，故協議「文

物照明規範」明訂低色溫 LED燈「色溫不高於

4000K，波長 500nm以下之藍光比例宜低於

15%、不超過 20%」，其中保留「藍光比例宜

低於 15%」，期使選擇 LED燈時，能以低藍光

比為優，而非僅以低於 20%為滿足，如此亦能

顧及本院限展書畫展出時，得以選用更低藍光

比例的光源，盡可能降低危害性。

  此次修訂案亦依據長期展場溫、濕度監控

實務經驗，於「溫度及相對濕度規範」增訂「展

櫃設置位置避免緊貼外牆」，及「無文物之公

共空間空調設訂得依戶外氣溫攝氏正、負十度

內作漸進式調整」，以兼顧觀眾舒適性及節能

需求。此外，「展場裝修規範」中針對展櫃內濕

度來源包括木料及裱布用黏著劑等，若展櫃內配

置有調濕設備，則調整成「材料含水率應不高

於 14%，並配合調濕設備方得使用」；若無，

則維持「材料含水率應不高於 11%」之原則。

  另，考量維護文物安全之兩大面向為安全

設備及安全人力，即所謂「技防」及「人防」，

依此脈絡，於原「展場安全設備」款目之後，

增列「展場安全警衛」一款，又區分為二十四

小時安全警衛（相當於本院之駐衛警）及展場

開放期間之專責管理人力（相當於本院之駐衛

警及展場管理員），即「配置二十四小時專責

安全警衛，並協調轄區警察機關訂定完善防

護計畫」，以及「展場開放期間配置專責管理

人力，並訂定完善防災計畫」二目規範之。

  此次本要點修訂之草案經邀集專家學者及

友館座談，除跳脫本院之本位思考，亦希冀聽

取友館及專家學者之寶貴意見，茲為未來修訂

參考。

結語
  近年來，故宮文物出遊去的機率日益頻繁，

為文物謀求安全、穩定的展存環境，是制定本

要點之初衷；本院藉與國際各大博物館交流的

機會，增益環境控制之專業能力，亦為歷次滾

動式調整本要點之本。同時，期藉由本要點與

國內欲借展故宮文物之友館切磋。我們非常樂

見因為故宮文物所到之館所，都能據此一致的

規格歡迎「貴客」而更臻完善，未來更有能力

迎接國際借展之挑戰！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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