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蘇軾〈致知縣朝奉尺牘〉為院藏文物統一編號：故書 000236《宋四家真蹟》冊的第一開，
此冊另十一開分別為宋蘇軾〈次辯才韻詩〉（共二開）、宋黃庭堅〈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牘

並和王仲至少監詠姚花詩四首〉（共四開）、宋米芾〈致景文隰公尺牘〉、宋米芾〈致希

聲吾英友尺牘並七言詩〉、宋米芾〈書尺牘〉、宋米芾〈書論書〉與宋蔡襄〈書尺牘〉，

本冊頁於 2013年 1月由文化部核定公告為國寶，是研究宋書法四大家重要的書蹟。

▌洪順興

補于同心─
國寶宋蘇軾〈致知縣朝奉尺牘〉修復方案的評估
與抉擇

前言
  蘇軾（1037-1101）於元符三年（1100），

獲詔返京，翌年四月下旬抵金陵（今南京）前

寫了：「軾啟。江上邂逅。俯仰八年。懷仰世

契。感悵不已。辱書。且審起居佳勝。令弟愛

子。各想康福。餘非面莫既。人回匆匆不宣。

軾再拜知縣朝奉閣下。四月廿八日。」此書札

答覆「知縣朝奉」，據考即為杜孟堅（生卒年

不詳）。〈致知縣朝奉尺牘〉筆勢左低右高與

〈寒食帖〉近似，書體緊密，用筆飽滿雄健，

信中文字簡約凝練，情感真摯流露，為北宋文

豪蘇東坡存世墨蹟當中最晚年的一件作品，素

有「絕筆」之稱。1本幅曾收錄於《石渠寶笈

續編》（重華宮），鈐印「乾隆御覽之寶」、

「重華宮鑑藏寶」、「石渠寶笈」、「石渠定

鑑」、「寶笈重編」、「宣統鑑賞」、「無逸齋

精鑒璽」、「嘉慶御覽之寶」、「鴻緒之印」、

「儼齋書印」、「寶晉山房」、「廷」等印璽 

（圖 1）。本開冊頁中折線斷裂，亦曾經修復，

目前又再次斷裂，此劣化狀況對於保存與展示

會有持拿的危險性，因此有修復之必要性。而

修復過程中如何保持與同冊頁另十一開相同的

裝裱風格與尺寸並兼具歷史感，且在眾多的處

理手段中，怎麼評估與判斷一個最適當的修復

方法，這是一位修復師要思考的重要課題。

《宋四家真蹟》冊，裝裱形式
  唐代科舉制度與佛教興盛促進書籍印刷以

及裝訂的變革，並在印度貝葉裝基礎上發展出

經摺裝。因而促使宋代印刷裝本形式的發展，

書籍出現蝴蝶裝，而這種形式又影響了書畫裝

潢，於是有了蝴蝶裝冊頁。2其結構包括上下

封面、簽條以及內頁，內頁分別由嵌身紙、3

畫心與背紙組成，中折線將冊頁分成左右兩邊 

（圖 2）。其厚度視大小而定，每頁六至十層不

等。以開為計算單位，一般冊頁均取偶數開較

多；多數冊頁為單面冊頁，可將每開的開口朝

向左側一邊，各開的背面相黏成為一冊，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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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拆開為單開，亦能貼黏成雙面冊頁，如經摺

裝般拉開成一長條。其封面和封底有三種形式：

（一）以木材為基底材，如紫檀、楠木與花梨等

高級板材；（二）以杉木板為基底材再以織錦包

覆其外，這類型相對較少；（三）封面以紙板為

基底材再包覆貼上各色織錦，此種冊頁封面數量

最多。冊頁有了外層紙板與木板及織錦的保護便

可減少碰撞與磨損，而達到保存的目的。如明代

周嘉胄（1582-約 1658）〈裝潢志〉所提「帖冊

賴此外護，內獲無咎，攻莫大焉。」4

  《宋四家真蹟》冊原為十二開背紙逐開相黏

的蝴蝶裝冊頁，為了方便單開個別展示便將其逐

開分離，展開尺寸為縱 42.1、橫 71.3公分，每開

畫心尺寸不一，十二開雖皆為紙本畫心，但其本

幅紙質不盡相同。封面與封底以折枝花卉蝴蝶錦

為面料，由於裝裱年代久遠加上保存與持拿的緣

故，造成封面與封底邊角及四周織錦有部分磨損

較為嚴重，並從缺損處能觀察到使用拼接的杉木

板為基底材。封面左上側貼著以金粟山藏經紙的

題簽，由乾隆題「宋四家真蹟　神品」，並鈐朱

文「御賞」、「乾隆宸翰」二印（圖 3）。整本

圖 1　宋　蘇軾　致知縣朝奉尺牘（修復前）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236

圖 2　蝴蝶裝冊頁格式圖　劉玉玲繪製

蝴蝶裝 
1.邊 2.對題（副頁） 3.畫心（主頁） 4.中折線

3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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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頁除了宋蘇軾〈致知縣朝奉尺牘〉與宋蔡襄〈書

尺牘〉兩開的中折線沒通過畫心，其餘幾開畫心

一體從右側延伸至左側，並跨越中折線，因翻摺

而造成畫心中央出現一道很深的折裂痕（圖4）。

  宋蘇軾〈致知縣朝奉尺牘〉畫心挖裱於嵌身

紙右側，左側無對幅的空白頁（見圖 1）。畫心

尺寸為縱 30.3、橫 30.5公分，是簾紋非常清晰

的羅紋紙，此紙與另一冊《宋四家真蹟》冊宋

米芾〈值雨帖〉畫心紙簾紋相近（圖 5、6）。

圖 3　 《宋四家真蹟》封面與封底為折枝花卉蝴蝶錦，金粟山藏金紙題簽，乾隆題「宋四家真蹟 神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236

圖 6　 宋 米芾 值雨帖 畫心為簾紋清晰的羅紋紙 國立故宮博物館藏 故書 000237圖 5　 〈致知縣朝奉尺牘〉畫心為簾紋清晰的羅紋紙 

圖 4　 〈致知縣朝奉尺牘〉畫心挖裱於嵌身紙右側， 
中折線折裂痕。

本幅紙面微微泛黃，自然呈現一種潤澤的歷史

感，表面滑膩較不吸墨，可清晰看見行筆落墨

痕跡。

劣化狀況
　　書畫冊頁在保存上有以下幾點優點：（一）

可由多幅大小相近成套或合集的書畫匯成一冊；

（二）畫心平放不需捲曲，沒有摺痕的疑慮；

厚實較不易受環境影響，保存方便不易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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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閱容易，易於觀賞。而其缺點：一是成

套冊頁之上下左右四周易受到環境中溫溼度與

光線的影響而造成變色；其二是多次開闔後容

易造成冊頁中折線斷裂，若中折線經過畫心，

該處除了造成斷裂也會導致墨與顏料的脫落，

而劣化狀況尤以此項最為嚴重。為了避免中折

線通過畫心，清初周二學（活躍於康熙至乾隆

年間，生卒年不詳）提出：「冊頁用宣德紙挖，

或細縹白二色絹，忌綾裱。幀若扁闊，必仿

古推篷式，不可對折。」5即畫心扁闊應裝裱

為推篷裝冊頁，改以上下打開冊頁，以避免中

折線通過畫心（圖 7）。

　　宋蘇軾〈致知縣朝奉尺牘〉主要劣化猶如上

述冊頁中折線斷裂的通病，其中折線曾有結構加

固的痕跡並再次斷裂，冊頁四周黃化變色較為嚴

重。除此之外，冊頁左側空白三分之二處表面有

一道道不明的黃色漬痕，此處相對黃化也較深。

這些漬痕部分已滲入到紙背，經使用波長 365nm

紫外線照射並無螢光反應，可初步排除生物性褐

斑的可能性（圖 8）。觀察本冊其他開冊頁並無

此漬痕狀況，本開漬痕與油漬痕顏色較近似，如

同本開「乾隆御覽之寶」印油轉印於對開空白處

一樣，但僅此推論，至於如何造成此現象仍待更

仔細的分析與檢測（圖 9）。

推篷裝 
1.空白頁 2.中折線 3.畫心 4.局條 5.對題  
6.中折線 7.畫心 8.局條 9.嵌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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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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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推篷裝冊頁格式圖　劉玉玲繪製

圖 8　左側漬痕使用紫外線照射無螢光反應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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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方案的評估與抉擇
　　本次針對中折線造成冊頁斷裂之修復，將考

量如何於修復過程中能不全面揭裱又能達到最

少干預，並可以保留最多歷史訊息，包括原有裝

裱形式、正面嵌身紙與覆背紙，這些條件將是本

次的修復原則。因此擬出六種可以用於本冊頁修

復的方法（表一），並比較其優缺點（表二），

評估一個最佳的修復方式。而六種修復方法於執

行之前有三項是必備的工作程序，包含（一）檢

視登錄：紀錄、攝影、劣化圖繪製；（二）媒材

點測：以純水點測墨與印章處，判斷媒材是否溶

解；（三）媒材加固：以 0.5%動物膠塗刷於媒

材上，使之加固。除此三項前置修復程序不再贅

述，每種方法因各有其差異，以下進一步以六種

方法分別描述其修復過程與重點。

  經過上述比較，方法一與二皆更換新背紙

對冊頁的結構最好；方法一、二與三對文物干

預皆大；方法四、五與六皆保留原始材料對文

物干預較少，但方法四僅加固中折線，其結構

易再次產生斷裂。方法五與六符合本次修復原

則，保留原始材料、結構補強度提高與對文物

干預少，而方法六在實際修復過程中難度較高

不易完全掌控。故於評估後，選擇方法五作為

本次修復的方法。

圖 9　「乾隆御覽之寶」印油轉印於對開空白處

表一　 六種修復方法 作者與邱保霖整理製表

方
法
一

修復步驟 操作說明

結構加強 以楮皮紙黏貼於覆背紙中折線斷裂處表層，以穩定結構。

分層黏合 冊頁四周已分層處使用漿糊黏合。

清洗 將作品置於抽氣桌，以純水進行噴霧清洗，過程需替換髒污的吸水紙。

壓平乾燥 使用壓克力板、吸水紙、紙鎮壓乾攤平冊頁，過程需更換吸水紙直到冊頁乾燥。

方
法
二

清洗 將冊頁以噴霧或淋洗或浸泡或置於抽氣桌等方法清洗。

揭背 以純水濕潤覆背紙，將覆背紙慢慢分層揭除。

揭除命紙 以純水潤濕畫心背面，小心將命紙移除。

小托 於畫心背面裱托一層單宣（新命紙），增加畫心的穩定性，並上板乾燥。

準備嵌身紙 
與覆背紙

以單宣托裱數層，繃平備用。

重新裱成冊頁 挖裱組合畫心與嵌身紙，覆背後上板乾燥。

裁切 下板裁切成原冊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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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三

修復步驟 操作說明

清洗 將作品以噴霧或淋洗或浸泡或置於抽氣桌等方法清洗。

揭背 以純水潤濕覆背紙，將覆背紙揭除，背紙不用全揭除，保留到命紙後一層。

重新覆背 將新的覆背紙覆背，上板乾燥。

裁切 裁切成原冊頁尺寸。

方
法
四

結構補強
揭開前人的補紙，中折線斷裂缺損處先以楮皮紙補足厚度，再以日本美濃紙做為中折線處的頂

條，並以吸水紙與紙鎮壓平。

側邊 
分層處回黏

側邊分層處使用漿糊一層一層回黏，並以吸水紙與紙鎮壓平。

方
法
五

清洗
先將作品置於工作檯，背面朝上以純水噴霧潤濕，再翻至正面，並以純水噴霧清洗作品，待水分

吸收髒污滲至下方吸水紙，重複此步驟數次，並視清洗狀況更換已吸飽和黃色水漬的吸水紙。

結構補強 在清洗冊頁後，利用背紙仍處於微濕潤階段，揭除前人於中折線補強加固的頂條。

背紙分層 使用鑷子把冊頁背紙中折線兩側分開為 4層，並將中間 2層刮薄，形成階梯狀。

中折線 
分層加固

將兩側分離的冊頁重新對齊，於中折線分層處的第一層塗上漿糊，黏貼冊頁之原始紙料（從中間

層刮薄處之材料）；分層處的第二、三層黏貼毛邊楮皮紙（原色細川紙）加強結構，並於第三層

的中折線上方與下方處貼上橫向小塊楮皮紙；由於此處特別容易磨損，需加強其結構；第四層黏

貼單宣，寬度與中折線揭開處等寬，再於單宣上漿糊，並將最外層裱料回黏。最後，於中線處黏

貼楮皮頂條紙加固，並使用小鎚子輕輕敲打以緊實中折線，完成中線之結構補強步驟。

四周 
分層處黏合

仔細檢查作品四周邊緣，分層處使用漿糊黏合，缺損較薄處使用相似紙料補足厚度，並使用小

鎚子在四周輕輕敲打緊實背紙。

搭廢邊 於作品背面四周搭邊（絹面塗糊搭於作品上），待乾燥後上板繃平。

上板 先將冊頁潤濕，於作品廢邊紙四周上糊，上板後以棕刷刷緊四周塗糊處，待乾燥繃平。

全色 使用國畫顏料於中折線正面補紙處進行全色。

下板 將四周廢邊移除。

方
法
六

清洗 以噴霧法清洗作品。

結構補強

在冊頁清洗後，紙張仍微濕潤階段時，揭除前人補強之中折線的頂條，接著完整揭開最外層（2
層）之覆背紙，再揭除內層（2∼ 3層，不再利用），中折線黏貼毛邊楮皮紙（原色細川紙）加
強結構。將兩側分離的冊頁重新對齊，於中間層覆背新的 2∼ 3層覆背紙，而後將最外 2層原
始覆背紙重新回黏，最後於中折線黏貼楮皮紙頂條加強結構。

分層處黏合 檢查作品四周邊緣，分層處使用漿糊黏合，較薄處使用相似紙料補足厚度，並在四周敲緊實。

上板 於作品四周搭廢邊（絹面塗糊搭於覆背紙上），待乾燥後上板繃平。

全色 使用國畫顏料於中折線正面補紙處進行全色。

下板 將廢邊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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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步驟
一、檢視登錄、媒材點測
　　首先為檢視登錄，以文字與攝影之方式進

行文物修復前的紀錄。丈量冊頁尺寸、標示劣

化位置，使用正光及側光與紫外線拍攝文物，

以檢視修復前文物的狀況。本幅冊頁媒材僅墨

與印泥，修復過程必須使用純水清洗，由於此

冊頁裝裱年代推測至少三百年以上，媒材上的

黏著劑（膠與油類）可能老化，會於清洗過程

中暈染或脫落，因此必須做媒材穩定度測試，

如有掉色疑慮需進行媒材加固，以利後續清洗

等修復步驟進行（圖 10）。媒材點測方法為：

使用小號水彩筆沾取純水，於媒材處（墨、印

章）點上少量純水，再用吸水紙邊角按壓 5秒，

拿起判讀是否掉色，測試媒材對純水之溶解性，

其測試結果顯示印泥較容易掉色（表三）。

二、媒材加固
　　經媒材點測結果顯示，墨色皆穩定，但有

數個印章印泥會溶於純水，清洗前需進行媒材

加固，以確保清洗過程中媒材不會暈染。媒材

加固方法為：使用小號水彩筆沾取 0.5%明膠，

於墨跡與印章處進行加固，並等待其乾燥。墨

跡處加固 1次，印章處加固 2次，測試直到媒

材穩定不再暈染與脫落（圖 11、12）。

表二　 六種方法優缺點比較 作者與邱保霖整理製表

方
法
一

修復重點 優點 缺點

洗＋壓乾＋補中線
• 保留原始材料
• 對文物干擾較少

• 中折線結構經多次的開闔易再次斷裂

方
法
二

洗＋重裱
• 全新結構較穩固
• 再次損壞與劣化時間拉長

• 最費時、裝裱修復難度較高
• 對文物干預性最高
• 原始材料上資訊無法保留

方
法
三

洗＋揭背＋重新覆背
• 覆背紙結構全新較穩固
• 再次損壞時間拉長

• 對文物干預較大
• 原始材料覆背紙上資訊無法保留
• 裝裱修復難度較高

方
法
四

補中線

• 對文物干預最少
• 保留原始材料
• 修護時間短

• 中折線結構經多次的開闔易再次斷裂

方
法
五

洗＋揭中線補強

• 保留原始材料
• 結構補強度提高
• 對文物干預較少

• 濕處理、揭開分層的難度稍高
• 上板背紙四周會殘留些微漿糊痕跡

方
法
六

洗＋揭背＋新覆背＋ 
重新回黏最外層

• 保留背紙原始材料
• 結構補強度提高
• 對文物干預較少

• 濕處理、揭開背紙分層的難度較高不易掌控
• 上板背紙四周會殘留些微漿糊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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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洗
　　使用噴霧清洗法，讓純水慢慢滲透紙張纖

維中帶出可溶性髒污，此法對文物的媒材影響

較小。清洗方法：先將作品置於工作檯，背面

朝上以純水噴霧潤濕，再翻至正面，並以純水

噴霧清洗作品，待水分吸收髒污滲至下方吸水

紙，重複此步驟數次，並視清洗狀況更換已吸

飽和黃色水漬的吸水紙。

　　由於紙面吸水性較弱，搭配低濃度 5∼

10%酒精噴潤以打破水的內聚力，讓水能更順

利滲入纖維中，待水分吸收並將髒污與黃化帶

至下方吸水紙。之後重複噴水數次，並視清洗

狀況更換下方髒吸水紙，直至吸水紙黃色水漬

不顯着；可以明顯發現清洗後吸水紙髒污處對
應冊頁四周與中折線位置，其髒污黃漬特別嚴

重（圖 13、14）。

表三　點測結果表　 邱保霖整理製表

媒材 位置（x，y） 純水反應

墨

懷 （23.2，12） −

康 （12.7，11.5） −

知 （7，29.3） −

印

乾隆御覽之寶 （1.2，26） ＋

石渠定鑑 （1.3，22.5） ＋

寶笈重編 （1.3，18.5） ＋

鴻緒之印 （0.8，8.6） ＋

儼齋書印 （2.5，5.9） −

寶晉山房 （1.4，0.9） −

宣統鑑賞 （4.1，10.2） ＋

無逸齋精鑒璽 （4.2，4.8） ＋

嘉慶御覽之寶 （28.2，14.2） −

石渠寶笈 （27.3，10） −

重華宮鑑藏寶 （27.2，7.2） −

廷 （30.1，1.4） −

教育部點驗 （32.8，8.7） ＋

＋有反應；−無反應；（x，y）＝（0，0）於畫心最左下角處開始量測

圖 10　 進行媒材點測，測試文物之媒材是否會掉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
存處修護紀錄

圖 11　使用 0.5%明膠加固墨跡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2　使用 0.5%明膠加固印章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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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以純水噴霧清洗作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4　 吸水紙對應冊頁四周與中折線位置，其髒污特別重。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
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5　 從斷裂中折線分四層呈階梯狀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6　分層處塗上漿糊與補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7　 最後於中折線處黏貼楮皮頂條紙，加強穩定性。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
存處修護紀錄

圖 18　 分層處以紙料補足厚度，並使用小鎚子在四周輕輕敲緊。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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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構補強
　　冊頁中折線已斷裂，過去修復使用頂條將

分離兩側覆背紙連結加固，故此次修復以中線

之結構補強為主，先於斷裂處背紙分層加固處

理，使冊頁結構穩定度提高。結構補強方法：

詳見上述方法五（圖 15∼ 17）。完成結構補強

後，於冊頁四周搭邊以利冊頁上壁乾燥繃平。

圖 21　補紙處全色（補彩）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圖 19　 廢絹邊四周塗糊後，以棕刷刷緊四周繃平上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20　中折線缺損處上隔離層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首先於廢絹（為用剩裱料，一面絹一面紙，寬

度約 4公分）四分之一處塗糊搭於冊頁覆背紙，

待乾燥後以利上板繃平。另外，冊頁邊緣分層

處需重新黏合，分層處使用漿糊黏合，而較薄

處使用相似紙料補足厚度，並使用小鎚子在四

周輕輕敲緊（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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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板
　　待冊頁陰乾後，需上板將冊頁繃平。步驟

為：先將冊頁潤濕，而後在廢絹邊處塗糊後以

棕刷刷緊四周繃平上板。待乾燥繃平後，翻面

再次繃平，乾繃不再噴水（圖 19）。

六、全色（補彩）
　　為使觀賞冊頁視覺協調，視線不被補紙的

顏色所影響，故在補紙處進行全色，讓色調與

原嵌身紙接近。其步驟為：待上板冊頁完全乾

燥穩定，調配隔離劑，使用小筆將隔離劑塗於

補紙處（補紙顏色比四周淺），等第一層乾燥

後再塗第二層，共塗兩次以形成隔離層，等待

隔離層完全乾燥後，再使用傳統國畫顏料於補

紙處進行全色（圖 20、21）。

圖 22　 使用紙樣做寬度記號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23　 對折紙樣做切口記號並用針錐打點作為中折線對位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
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24　 使用沾水的切繼刷於背紙中折線處畫出水線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
修護紀錄

圖 25　 使用瑪瑙刀畫出摺線痕跡，緩緩對摺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
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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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板
　　使用竹起子下板，並將搭邊的廢絹移除。

下板步驟：使用竹起子將冊頁下板，而後用手

將廢絹邊撕除（絹面貼於冊頁上，可易撕除功

能，於移除後不影響與遮蔽舊有邊緣的註記）；

廢邊移除後將四周多餘補紙處切除。

八、摺頁
　　使用一張與冊頁同寬較厚的紙樣，對摺

長邊，對摺處即為冊頁中折線位置（圖 22、

23）。於紙樣對摺處切口記號並用針錐打點，完

成中折線上下對位後，使用沾水的切繼刷於背

紙中折線處畫出水線讓紙張纖維膨脹，再以瑪

瑙刀畫出摺線痕跡，其過程中需緩緩對摺冊頁，

可避免翻摺時造成背紙斷裂，最後以紙鎮重壓

冊頁固定，使其定型與平整（圖 24、25）。為

了預防冊頁原有的漬痕影響至畫心，於冊頁內

夾放薄無酸紙隔離作為保護。

小結
　　相較於掛軸與手卷，冊頁裝潢形式沒有捲

收的問題，為開闔與平放的形式，於保存上優

點仍多於缺點。最常見的劣化狀況便是中折線

的裂痕與斷痕，除此狀況之外，畫心通常可保

持相當不錯的狀態。因此冊頁在沒有空鼓的狀

況下可以透過部分修復，不需要全面性揭裱，

保留原始的裝裱形式，包括正面嵌身紙、命紙

與覆背紙，以及其背紙上的標記。然，同為局

部修復，則會因為選擇的方法不同，其結果也

會很大的差異。如同宋蘇軾〈致知縣朝奉尺牘〉

單開冊頁，中折線完全斷裂，在進行修復之前

思考六種修復方式，經過全面性的比較採用方

法五可保留原始材料，結構補強度提高，對文

物干預較少的方法。雖然修復過程難度增加，

亦需要使用較多時間處理，而其修復結果是令

人滿意，並符合最初預定的修復原則。

感謝實習生邱保霖與胡家瑜共同參與修復及記錄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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