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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從
一
幅
文
徵
明
︿
山
水
﹀
︵
圖

一
︶
軸
的
揭
裱
過
程
中
，
觀
察
到
書
畫
修

補
技
術
在
古
今
時
代
的
改
變
，
藉
此
探
討

修
補
方
式
對
於
畫
作
基
底
材
之
影
響
。

﹁
前
代
書
畫
傳
歷
至
今
，
未
有
不
殘

脫
者
。
﹂
︵
明
周
嘉
冑
︽
裝
潢
志
︾
︶
書
畫

的
保
存
工
作
實
屬
不
易
，
尤
其
古
老
嬌
弱

的
紙
絹
材
質
，
稍
不
留
神
即
可
能
造
成
損

傷
，
因
此
需
要
後
人
加
以
修
補
復
原
，
才

能
持
續
流
傳
。
面
對
這
些
獨
一
無
二
的
瑰

寶
，
修
補
時
不
應
只
單
純
地
考
量
修
後
的

視
覺
美
感
，
或
者
是
其
他
單
一
目
的
，
應

同
時
考
慮
使
用
的
方
式
及
材
料
是
否
對
畫

作
有
害
。

紙
與
絹
，
是
書
畫
自
古
使
用
的
基

底
繪
材
，
若
此
類
材
質
受
到
損
傷
，
古
代

即
有
修
補
處
理
的
方
式
。
在
各
項
科
技
設

備
、
材
料
開
發
的
協
助
下
，
現
今
的
修
補

方
式
已
逐
漸
多
元
，
但
也
相
對
面
臨
著
能

否
與
文
物
協
調
共
存
的
相
互
考
驗
。
本
院

購
入
典
藏
的
書
畫
藏
品
文
徵
明
︿
山
水
﹀

軸
，
因
原
裱
裝
狀
況
不
佳
必
須
予
以
重

裝
，
從
揭
裱
修
護
的
過
程
中
，
得
以
見
到

書
畫
修
補
技
術
在
古
今
時
代
的
改
變
，
本

書
畫
繪
於
柔
弱
易
損
的
紙
張
與
絹
絲
上
，
需
經
由
﹁
裝
裱
﹂
保
護
才
能
妥
善
的
保
存
。
若
是
紙
絹

已
受
損
傷
，
也
能
透
過
裝
裱
師
的
修
補
而
予
以
復
原
。
古
人
的
書
畫
修
補
方
式
，
從
現
存
藏
品
的

追
尋
下
，
不
僅
做
為
現
今
文
物
修
護
的
借
鏡
，
也
蘊
藏
著
文
物
過
去
的
製
作
智
慧
與
時
代
內
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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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則
藉
此
探
討
近
代
修
補
方
式
對
於
畫
作

基
底
材
之
影
響
。

修
補
的
意
義

古
書
畫
經
歷
世
代
交
替
的
戰
亂
與
遷

移
，
加
上
自
身
老
化
、
霉
害
蠹
蝕
等
諸
項

環
境
變
動
而
逐
漸
脆
弱
，
柔
弱
的
楮
縑
之

力
，
傷
損
殘
缺
在
所
難
免
。
若
遇
損
傷
嚴

重
者
，
揭
裱
重
裝
不
失
為
延
長
紙
絹
壽
命

的
辦
法
。
清
宮
收
藏
歷
代
之
書
畫
，
多
數

已
有
揭
裱
重
裝
的
痕
跡
，
畫
作
的
缺
陷
傷

損
，
皆
仰
賴
裝
裱
師
的
﹁
修
補
﹂
讓
畫
面

看
似
完
整
無
暇
，
維
持
著
往
昔
風
貌
。

明
代
周
嘉
冑
︽
裝
潢
志
︾
於
﹁
補
﹂

中
記
述
：
﹁
補
綴
須
得
書
畫
本
身
紙
絹
質

料
一
同
者
︙
稍
不
相
侔
，
視
即
兩
異
︙
絹

須
絲
縷
相
對
，
紙
必
補
處
莫
分
。
﹂
書
畫

的
修
護
觀
念
，
若
能
達
到
眼
觀
﹁
不
著
痕

跡
﹂
，
一
方
面
反
映
裱
工
的
精
湛
技
藝

外
，
也
使
得
原
本
殘
缺
的
作
品
又
回
到
初

始
的
樣
貌
。
但
除
了
維
持
傳
統
上
追
求
與

原
作
的
協
調
性
，
以
現
今
文
物
保
存
的
角

度
，
更
需
兼
顧
修
補
後
是
否
會
對
畫
作
產

生
不
良
的
後
果
，
避
免
因
而
顧
此
失
彼
。

傳
統
的
修
補
方
式—

全
幅
托
底

紙
張
尚
未
普
及
前
，
蠶
絲
織
成
的
絲

絹
是
繪
畫
書
寫
的
主
要
材
料
，
絲
絹
為
蛋

白
質
纖
維
經
日
光
照
射
容
易
導
致
老
化
晦

暗
、
纖
維
脆
化
以
致
剝
落
；
植
物
纖
維
製

成
的
紙
張
，
保
存
雖
然
較
為
長
久
，
但
也

難
以
抵
抗
自
然
衰
老
。

對
於
陳
年
老
舊
之
紙
絹
，
可
於
背

層
黏
合
一
層
新
紙
或
新
絹
︵
托
紙
、
托

絹
︶
，
以
補
強
老
舊
紙
絹
無
法
懸
吊
、
捲

收
的
物
理
機
能
，
在
裝
裱
技
術
裡
稱
為

﹁
托
底
﹂
、
﹁
小
托
﹂
。
另
外
，
畫
作
若

有
破
損
、
剝
落
或
蟲
蛀
造
成
的
遺
失
，
傳

統
上
也
多
用
﹁
托
底
﹂
的
方
式
解
決
︵
托

底
材
質
需
與
畫
作
相
同
︶
，
此
時
﹁
托

紙
﹂
或
﹁
托
絹
﹂
除
包
含
前
述
功
能
外
，

另
肩
負
著
填
補
材
料
的
角
色
。

上
述
的
修
補
方
式
古
人
運
用
已
久
，

舉
院
藏
明
代
絹
本
陳
汝
言
︿
荊
溪
圖
﹀
軸

為
例
，
即
是
以
整
絹
全
幅
托
底
來
填
補
舊

有
破
損
，
憑
目
視
仍
可
分
辨
破
損
處
的
絲

質
網
目
與
畫
作
略
為
差
異
。
︵
圖
二
︶
而

其
他
絹
本
書
畫
︿
宋
人
畫
十
八
羅
漢
﹀
、

︿
宋
人
畫
雪
山
行
旅
﹀
等
，
均
可
發
現
前

代
對
於
傷
損
的
書
畫
，
習
慣
以
絹
整
托
修

補
的
紀
錄
。
︵
圖
三
︶

依
畫
心
材
質
採
取
全
幅
托
底
來
修

補
破
損
書
畫
，
是
快
速
又
方
便
的
操
作

選
擇
，
但
對
於
絹
本
書
畫
再
用
絹
托
底
，

另
外
，
畫
作
的
破
損
若
未
先
行
填

補
，
全
幅
托
底
後
的
總
厚
度
便
無
法
一
致

︵
圖
四
︶
，
如
此
會
造
成
畫
面
於
最
突
出

的
表
層
。
這
看
似
無
礙
的
毫
釐
之
差
，
經

日
積
月
累
地
不
斷
捲
收
，
會
使
厚
薄
相
接

的
落
差
處
產
生
摺
痕
，
種
下
斷
裂
隱
憂
；

而
捲
收
時
不
斷
的
相
互
磨
擦
，
也
可
能
磨

損
最
表
層
的
畫
意
。
所
以
絹
本
畫
作
因
自

身
材
質
已
經
不
易
維
持
，
若
再
使
用
相
同

長
遠
來
說
並
不
是
最
適
切
的
途
徑
。
北

宋
米
芾
︽
畫
史
︾
論
道
：
﹁
裝
裱
畫
不

須
用
絹
，
補
破
碎
處
用
之
．
絹
新
時
似
好

展
卷
，
久
為
硬
絹
，
抵
之
，
却
于
不
破
處

破
，
大
可
惜
。
﹂
新
的
絲
絹
雖
然
柔
軟
平

滑
，
但
材
質
屬
性
不
易
黏
合
，
托
底
時
需

使
用
黏
度
較
高
的
濃
漿
糊
，
濃
漿
糊
乾
燥

後
會
促
使
畫
作
更
加
脆
硬
，
在
絹
絲
老
化

後
導
致
畫
面
開
裂
、
剝
落
。

圖一　 明　文徵明　山水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重修裱裝完成
　

圖二　明　 陳汝言　荊溪圖　軸　局部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三　宋　宋人畫十八羅漢（八）　軸　局部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四　整托後畫作紙層示意圖

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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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去
其
半
，
損
字
精
神
一
如
摹
書
。
﹂
即

明
言
此
況
。

揭
薄
的
書
畫
有
時
用
肉
眼
不
易
查

覺
，
需
由
透
光
方
式
得
知
畫
作
是
否
有
不

自
然
的
明
暗
差
距
，
或
是
深
淺
不
一
的
撕

揭
痕
跡
，
以
此
研
判
作
品
紙
材
的
受
損
程

度
。
明
代
紙
本
畫
作
崔
子
忠
︿
畫
蘇
軾
留

帶
當
風
圖
﹀
軸
，
於
清
代
重
裝
時
，
基
底

材
已
有
厚
薄
不
勻
的
現
象
︵
圖
五
︶
，
可

能
因
數
次
的
揭
裱
造
成
紙
張
局
部
薄
化
。

材
質
托
底
，
將
使
劣
化
程
度
雪
上
加
霜
。

與
絹
相
較
，
紙
張
自
古
即
是
書
畫
托

底
的
合
適
材
料
，
因
此
全
幅
托
底
對
於
紙

本
書
畫
尚
為
可
行
，
但
托
後
仍
同
樣
有
厚

薄
相
異
所
造
成
的
問
題
；
而
紙
本
作
品
若

屢
遭
重
裝
，
會
面
臨
揭
裱
時
造
成
的
紙
張

薄
化
，
衍
生
另
一
種
基
底
材
厚
度
不
均
的

特
殊
結
果
。
倘
若
薄
化
嚴
重
可
能
導
致
墨

色
、
顏
料
層
次
減
褪
。
米
芾
曾
言
：
﹁
今

俗
人
見
古
厚
紙
，
必
揭
令
薄
方
背
。
若
古

代
材
料
的
研
發
及
技
術
輔
助
下
，
恐
怕
不

再
無
可
改
善
。

在
光
源
尚
未
電
氣
化
前
，
古
代
若
想

要
利
用
透
光
準
確
地
修
補
畫
作
缺
損
，
僅

能
於
窗
前
仰
賴
日
照
，
是
相
當
不
便
且
難

以
操
作
的
，
這
也
是
古
代
修
補
書
畫
時
普

遍
採
取
全
幅
托
底
的
原
因
。
而
在
科
技
的

幫
助
下
，
透
光
燈
桌
已
是
現
今
書
畫
修
補

必
要
的
基
礎
設
備
︵
圖
八
︶
，
它
協
助
了

以
往
整
托
後
基
底
材
厚
度
不
均
的
問
題
。

所
謂
﹁
隱
補
﹂
，
便
是
將
已
整
托

的
書
畫
置
於
透
光
桌
，
挑
選
適
宜
的
修
補

紙
材
後
，
在
透
光
照
明
下
將
紙
材
依
照
破

損
外
形
裁
剪
，
再
重
疊
黏
合
於
畫
幅
的
背

層
，
經
由
適
度
的
按
壓
使
托
紙
能
與
畫
心

儘
量
位
於
同
一
層
，
減
少
日
後
的
磨
損
。

這
種
方
式
，
能
有
效
調
節
缺
損
處
與
畫
作

的
整
體
厚
度
，
而
過
程
中
所
使
用
的
修
補

紙
材
及
黏
著
劑
︵
漿
糊
︶
，
都
與
畫
心
托

裱
材
料
一
致
，
使
畫
作
的
安
全
性
更
有
保

障
。
︵
圖
九
︶

填
粉

文
徵
明
︿
山
水
﹀
另
外
也
發
現
以

﹁
填
粉
﹂
來
修
補
畫
作
基
底
材
，
其
目
的

與
﹁
隱
補
﹂
略
為
相
似
，
即
是
以
顏
料
取

式
，
調
整
缺
損
處
與
基
底
材
的
總
體
厚

度
。

近
代
的
修
補
方
式—

隱
補
、
填
粉

今
年
四
月
，
明
代
文
徵
明
特
展
所
展

出
的
紙
本
藏
品
文
徵
明
︿
山
水
﹀
軸
，
購

入
前
因
原
裱
料
有
分
離
脫
開
的
情
況
︵
圖

六
︶
，
評
估
後
需
予
以
揭
裱
重
裝
。

從
揭
裱
過
程
中
回
溯
前
次
裝
裱
的
軌

跡
，
發
現
畫
作
早
期
即
有
多
處
缺
損
，
裝

裱
師
遵
循
傳
統
方
式
將
畫
幅
全
紙
整
托
，

以
﹁
托
紙
﹂
為
修
補
材
料
填
補
殘
缺
處
。

除
此
之
外
，
裝
裱
師
在
整
托
後
從
畫
背
以

﹁
隱
補
﹂
來
增
加
缺
損
處
的
厚
度
，
並
於

隱
補
周
圍
殘
有
著
白
色
顏
料
的
塗
布
痕

跡
，
是
另
外
用
來
代
替
隱
補
或
是
隱
補
後

所
遺
漏
的
細
縫
，
稱
作
﹁
填
粉
﹂
。
︵
圖

七
︶
從
這
兩
種
未
曾
在
清
宮
裱
作
出
現
的

修
補
手
法
，
及
裱
料
的
年
代
特
色
，
可
推

測
前
次
的
裝
裱
應
為
近
代
民
國
所
作
。

隱
補

按
清
周
二
學
︿
賞
延
素
心
錄
﹀
言

道
：
﹁
補
綴
破
畫
，
法
備
前
人
，
無
可
增

損
。
﹂
書
畫
的
修
復
發
展
，
確
實
在
前
人

傳
承
之
根
基
中
前
進
，
而
這
項
工
藝
在
現

對
於
這
類
的
受
損
情
況
，
清
代
裱
作
仍
然

以
全
幅
托
底
來
解
決
。

面
對
清
宮
龐
大
的
書
畫
典
藏
，
紙

絹
等
基
底
材
不
論
是
缺
損
、
或
是
薄
化
等

問
題
，
全
幅
托
底
是
清
宮
裱
作
多
數
採
取

的
修
裱
方
式
，
或
許
也
是
最
具
效
率
的
選

擇
。
而
對
於
此
法
的
未
臻
之
處
，
從
現
存

藏
品
中
，
尚
未
發
現
清
宮
裱
作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補
闕
行
為
。
直
至
近
代
，
後
人
才
在

全
幅
托
底
後
，
增
以
﹁
隱
補
﹂
的
修
補
方

圖五　明　崔子忠　畫蘇軾留帶當風圖　軸　透光局部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六　入藏前畫作原裱裝多處脫糊分離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七　原托紙背面的隱補（淺色區塊）與填粉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八　以透光燈桌輔助書畫修補工作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圖九　整托後隱補的紙層示意圖

缺損

畫心

托紙

修補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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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補
紙
來
彌
平
缺
損
處
的
厚
薄
落
差
，
或

是
利
用
顏
料
具
有
透
光
桌
檢
視
時
的
遮
光

效
果
，
掩
蓋
隱
補
所
遺
漏
的
細
小
區
塊
。

紙
是
由
植
物
纖
維
相
互
交
織
組
成
，

其
多
孔
的
網
狀
結
構
在
光
線
照
射
下
會
略

帶
透
明
，
呈
現
自
然
的
纖
維
勻
度
與
透
光

性
，
在
交
互
重
疊
下
也
有
不
同
的
透
光

度
。
而
書
畫
經
整
托
後
，
破
損
處
在
透
光

照
明
下
會
因
紙
張
厚
度
較
薄
而
較
明
亮
。

即
便
透
過
﹁
隱
補
﹂
，
仍
有
些
微
的
光
線

差
異
以
致
難
與
畫
作
完
全
融
合
。
所
以
施

以
﹁
填
粉
﹂
，
抑
是
用
此
方
式
調
和
畫
作

在
透
光
照
射
下
的
一
致
性
，
未
來
便
難
以

藉
此
推
斷
畫
作
是
否
曾
受
修
補
。

填
粉
時
為
防
止
顏
料
滲
透
擴
散
引

起
畫
面
污
跡
，
向
來
使
用
白
色
顏
料
較
為

合
適
。
傳
統
膠
彩
繪
畫
中
，
鉛
白
、
白
土

粉
、
蛤
粉
是
常
見
的
白
色
礦
物
顏
料
，
而

通
常
畫
者
熟
知
鉛
白
會
在
空
氣
中
氧
化
變

黑
，
所
以
常
以
歷
久
不
變
的
白
土
粉
、
蛤

粉
取
代
。
蛤
粉
是
以
堅
厚
牡
蠣
殼
研
磨
成

粉
後
，
再
摻
入
動
物
膠
揉
合
後
入
畫
，
與

白
土
粉
成
份
同
為
碳
酸
鈣
。

而
近
代
化
學
合
成
材
料
的
選
擇
則

有
廣
告
顏
料
︵
不
透
明
水
彩
︶
，
同
樣
含

有
碳
酸
鈣
或
含
矽
、
鋅
、
鎂
、
鋁
等
元
素

之
高
嶺
土
︵
白
土
︶
等
成
分
，
使
顏
料
具

有
覆
蓋
之
特
性
，
但
也
會
加
入
防
腐
劑
及

濕
潤
劑
等
化
學
成
分
，
使
用
上
雖
較
傳
統

方
式
方
便
，
但
日
後
對
畫
作
恐
有
不
良
影

響
。

填
粉
對
於
書
畫
的
影
響

﹁
填
粉
﹂
原
本
是
裝
裱
師
追
求
修

補
﹁
不
著
痕
跡
﹂
的
美
意
，
卻
忽
略
白
色

顏
料
內
含
性
質
穩
定
的
碳
酸
鈣
成
份
，
可

延
緩
紙
張
酸
化
、
黃
化
︵
雖
然
傳
統
造

紙
中
便
會
摻
入
少
量
的
碳
酸
鈣
來
預
防
酸

化
︶
，
日
後
形
成
白
粉
塗
布
的
老
化
程
度

與
未
填
塗
的
區
域
無
法
一
致
，
紙
張
色
澤

因
此
浮
現
花
白
色
塊
。

從
藏
品
中
找
尋
類
似
案
例
，
清
代
傳

教
士
賀
清
泰
描
繪
蒙
古
親
王
進
獻
的
︿
白

海
青
﹀
︵
圖
十
︶
，
其
羽
毛
以
重
彩
白
色

顏
料
繪
成
，
歷
經
二
百
餘
年
色
澤
依
舊
穩

定
。
但
畫
幅
背
後
的
褙
紙
，
中
央
浮
現
明

顯
的
白
海
青
輪
廓
︵
圖
十
一
︶
，
且
輪
廓

內
的
紙
張
老
化
程
度
較
其
他
區
域
來
的
輕

微
，
可
知
與
畫
者
使
用
顏
料
有
所
關
連
。

另
一
件
捐
贈
品
，
紙
本
書
畫
︿
清
石

參
考
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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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非
闇
，
︽
中
國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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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的
研
究
︾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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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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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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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八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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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秉
庄
、
杜
子
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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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畫
裝
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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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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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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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書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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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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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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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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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周
景
輝
主
編
，
︽
紙
張
結
構
與
印
刷
適

性
︾
，
北
京
：
中
國
輕
工
業
出
版
社
，
二○

一
三
。

4.  

嚴
桂
榮
，
︽
圖
說
中
國
書
畫
裝
裱
︾
，
上

海
：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出
版
，
二○

○

五
。

濤
寫
竹
通
景
十
二
屏
﹀
，
入
藏
前
即
已
經

裱
裝
。
其
泛
黃
的
陳
舊
紙
面
浮
現
著
與
畫

意
無
關
聯
的
花
白
色
塊
︵
圖
十
二
︶
，
從

外
形
及
分
散
位
置
推
判
，
與
文
徵
明
︿
山

水
﹀
的
填
粉
手
法
頗
為
相
似
。
推
判
色
塊

的
生
成
原
因
，
應
是
畫
作
經
﹁
填
粉
﹂

後
，
使
基
底
材
的
老
化
速
度
產
生
差
異
。

︵
圖
十
三
︶

由
於
﹁
填
粉
﹂
仍
有
潛
藏
性
的
隱

憂
，
目
前
國
內
外
博
物
館
在
修
復
書
畫
時

都
未
曾
使
用
，
通
常
出
於
坊
間
。
從
這
項

經
驗
中
瞭
解
到
，
後
人
利
用
現
代
的
設
備

或
材
料
，
改
善
傳
統
方
式
的
不
足
之
處
，

但
任
何
的
嘗
試
前
都
應
詳
加
考
慮
，
避
免

適
得
其
反
增
加
文
物
更
多
傷
害
。

小
結

基
底
材
的
安
定
與
畫
作
生
命
習
習
相

關
，
東
方
書
畫
使
用
的
紙
與
絹
，
材
質
雖

然
難
以
保
存
，
但
在
裝
裱
的
保
護
下
猶
能

留
存
至
今
。
而
裝
裱
發
展
的
同
時
，
修
繕

的
經
驗
與
方
法
也
一
併
相
隨
傳
承
，
從
作

品
中
體
會
古
人
如
何
從
當
時
的
環
境
與
材

料
，
找
尋
合
適
的
修
護
方
式
，
蘊
含
著
許

多
人
文
巧
思
。

修
護
方
式
除
了
汲
古
借
鏡
，
仍
有
許

多
未
曾
遇
過
的
劣
化
問
題
會
持
續
發
生
，

修
護
人
員
未
來
在
文
物
修
護
上
，
勢
必
結

合
部
分
的
現
代
材
料
與
嶄
新
技
術
。
而
現

代
的
修
補
作
法
如
何
施
作
於
文
物
，
既
不

破
壞
原
有
美
感
並
能
長
久
穩
定
以
防
變

質
，
則
要
依
賴
修
護
師
的
多
年
經
驗
及
綜

合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之
評
估
。
最
後
，
文
徵

明
︿
山
水
﹀
所
施
加
的
填
粉
已
經
揭
除
並

且
重
裝
，
避
免
日
後
產
生
花
白
色
塊
的
可

能
性
，
順
利
於
︿
明
四
大
家
特
展—

文
微

明
﹀
展
出
。

揭
裱
修
護
過
程
，
幸
有
助
理
郭
倉
妙
小
姐
及
廖
欣
冠
小

姐
的
配
合
協
助
，
特
此
表
示
感
謝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登
錄
保
存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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