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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函有恙—院藏古籍函套修復試議

專輯二

自
古
以
來
，
書
籍
保
存
方
式
相
當

多
樣
，
除
單
純
以
書
櫃
、
書
架
等
貯
存
之

外
，
更
將
製
作
﹁
木
匣
﹂
、
﹁
函
套
﹂
等

裝
具
，
先
行
盛
裝
之
後
，
再
置
入
﹁
櫃

格
﹂
，
以
求
多
一
道
保
護
，
這
正
是
本
院

琅
函
有
恙

院
藏
古
籍
函
套
修
復
試
議

高
宜
君

典
藏
古
籍
在
歷
經
數
百
年
之
後
，
多
數

皆
能
保
存
完
好
的
主
因
。
換
言
之
，
合
宜

的
保
存
方
法
，
確
實
能
夠
隔
離
光
線
、

灰
塵
，
並
減
少
紫
外
光
、
酸
性
物
質
與

黴
菌
孢
子
等
對
古
籍
的
直
接
傷
害
，
而

﹁
匣
﹂
、
﹁
套
﹂
的
運
用
，
也
足
以
進
一

步
降
低
書
籍
因
搬
遷
、
移
動
時
產
生
之
碰

撞
、
摩
擦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
以
院
藏
古
籍

函
套
為
例
，
作
為
書
籍
防
護
最
前
線
，
為

數
不
少
的
清
宮
函
套
，
但
歷
經
多
次
﹁
戰

︽
韓
非
子
．
外
儲
說
左
上
︾
曾
記
載
這
麼
一
個
小
故
事
：
﹁
楚
人
有
賣
某
珠
於
鄭
者
。
為
木
蘭
之

櫃
，
熏
以
桂
椒
，
綴
以
珠
玉
，
飾
以
玫
瑰
，
緝
以
翡
翠
。
鄭
人
買
其
櫝
而
還
其
珠
。
﹂
可
見
良
好

完
善
的
包
裝
，
比
原
先
被
包
裝
的
主
角
，
更
加
誘
人
。
院
藏
清
宮
古
籍
的
函
套
，
雖
不
至
於
搶

了
書
籍
的
風
采
，
但
以
﹁
紙
﹂
、
﹁
絹
﹂
、
﹁
緞
﹂
、
﹁
紗
﹂
、
﹁
綢
﹂
、
﹁
木
﹂
、
﹁
骨
﹂
、
﹁
牙
﹂
、

﹁
玉
﹂
等
高
檔
質
材
製
作
的
函
套
，
便
有
著
如
上
述
木
櫝
的
特
性
。
然
而
在
歷
經
數
百
年
的
歷
史

洗
禮
之
後
，
這
些
精
美
高
雅
的
書
籍
函
套
，
不
免
劣
化
、
殘
損
。
由
於
﹁
護
帙
有
道─

古
籍
裝
潢

特
展
﹂
的
籌
辦
，
而
得
以
在
短
時
間
接
觸
及
修
復
七
十
餘
件
清
宮
書
籍
函
套
，
今
將
修
復
心
得
撰

文
與
同
好
共
享
。

役
﹂
︵
搬
遷
︶
，
以
及
無
法
避
免
的
﹁
餐

風
露
宿
﹂
之
後
，
終
究
不
免
有
些
劣
化
、

殘
損
，
而
失
去
原
本
的
功
能
，
透
過
修

復
，
方
得
以
使
其
重
獲
﹁
新
生
﹂
。
本
文

以
個
人
﹁
函
套
﹂
修
復
心
得
為
題
，
從
函

套
源
起
談
起
，
接
著
就
其
型
制
、
材
料
進

行
分
析
，
最
後
以
此
次
協
助
﹁
護
帙
有
道

─

古
籍
裝
潢
特
展
﹂
展
件
修
復
為
例
，
與

讀
者
分
享
修
復
心
得
。

函
套
源
起
、
型
制
及
其
製
作
材
料  

﹁
函
﹂
，
原
本
指
的
是
盛
箭
的
袋

子
，
與
裝
盛
書
卷
的
﹁
帙
﹂
字
意
義
相

似
。
﹁
帙
﹂
的
涵
義
，
後
來
擴
大
到
包
括

所
有
的
護
書
用
具
，
而
﹁
函
﹂
，
除
保
持

﹁
包
裹
﹂
之
義
外
，
有
時
也
與
﹁
匣
﹂
與

﹁
盒
﹂
通
用
，
指
裝
盛
物
品
的
狹
長
型
方

盒
。
由
於
方
版
印
刷
術
的
普
遍
使
用
，
不

但
改
變
﹁
書
﹂
體
的
型
態
，
同
時
也
轉
變

了
護
書
載
具
從
的
﹁
囊
﹂
狀
轉
而
成
﹁
方

體
﹂
，
這
便
是
我
們
所
知
的
書
﹁
函
﹂
形

態
了
。
﹁
套
﹂
，
原
意
覆
蓋
，
與
﹁
函
﹂

合
用
，
無
疑
成
為
用
來
裝
載
、
套
覆
書
籍

的
專
有
名
詞
了
。

關
於
函
套
，
正
如
上
述
，
因
書
籍
裝

幀
型
式
的
改
變
而
出
現
，
而
其
形
制
，
是

否
也
是
在
冊
葉
型
式
書
籍
出
現
之
後
方
有

所
變
化
，
實
無
從
考
起
。
實
際
上
除
卷
軸

外
，
經
摺
裝
、
包
背
裝
、
線
裝
在
整
體
外

觀
都
呈
現
長
方
體
形
狀
，
也
就
是
說
，
均

可
設
計
﹁
函
套
﹂
來
裝
盛
和
保
護
，
從
這

個
角
度
切
入
，
﹁
函
套
﹂
出
現
或
相
關
設

計
形
態
，
或
許
也
不
致
於
太
晚
。
但
不
論

如
何
，
根
據
書
籍
的
尺
寸
量
身
訂
做
而
成

的
方
型
保
護
盒
，
絕
對
是
﹁
函
套
﹂
的
基

圖一　《欽定熙朝雅頌集》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上下面開放之四合套

圖二 《欽定熙朝雅頌集》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由五片板子組合而成的四合套展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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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樣
式
。

一
般
來
說
，
函
套
的
製
作
方
式
，
皆

是
由
厚
紙
板
或
木
板
組
合
而
成
成
。
以
筆

者
所
見
，
故
宮
的
古
籍
函
套
，
以
﹁
四
合

套
﹂
佔
絕
對
多
數
，
當
然
﹁
六
合
套
﹂
也

兼
而
有
之
，
除
紙
合
背
︵
紙
板
︶
或
木
板

為
基
底
的
區
別
之
外
，
板
材
皆
覆
以
裱
貼

錦
布
或
藍
棉
布
，
這
正
是
院
藏
函
套
之
所

以
麗
雅
的
最
大
原
因
。
當
然
使
用
別
子
穿

插
，
防
止
鬆
脫
，
也
是
函
套
不
可
或
缺
的

固
定
方
式
之
一
。
由
於
板
材
的
硬
度
高
，

是
以
保
護
書
籍
免
於
碰
撞
，
或
是
隔
絕
蟲

害
與
光
線
的
功
能
性
較
強
。
紙
板
強
度
雖

不
及
木
板
，
但
輕
巧
易
於
製
作
的
優
點
卻

是
使
用
函
套
板
材
的
首
選
。

如
果
從
結
構
面
來
看
，
﹁
四
合
套
﹂

是
由
同
書
冊
大
小
相
似
之
五
塊
板
料
所
構

成
，
而
﹁
六
合
套
﹂
則
是
由
九
塊
大
小
板

所
構
成
，
比
四
盒
套
多
出
上
下
兩
端
的
封

板
，
可
說
全
面
性
地
套
覆
住
書
籍
各
面
，

具
密
封
，
防
止
光
害
，
這
是
四
合
套
所
比

不
上
的
。
︵
圖
一

∼

四
︶
六
合
套
除
了
發

揮
基
本
的
護
書
功
能
，
也
因
為
追
求
美
觀

等
因
素
，
而
發
展
出
種
種
型
式
，
例
如
雲

套
、
山
字
套
、
回
文
套
、
月
牙
套
，
嚴
格

說
，
皆
屬
於
六
合
套
的
變
型
而
已
，
雖
說

如
此
，
但
實
際
製
作
的
難
度
極
高
。

由
於
本
院
所
藏
函
套
大
皆
來
自
清

宮
，
因
此
在
材
料
、
圖
樣
、
配
色
上
皆
十

分
講
究
，
而
各
類
書
籍
所
配
用
之
函
套
，

據
筆
者
觀
察
，
似
乎
有
其
一
定
規
制
，
例

如
黃
、
紅
色
系
多
用
於
︽
實
錄
︾
、
︽
會

典
︾
、
︽
聖
訓
︾
等
官
書
，
而
藍
色
系
似
乎

多
用
於
儒
家
經
典
、
子
部
、
集
部
諸
書
。

就
構
件
來
說
，
一
個
函
套
組
成
的
基

本
材
料
有
：
板
材
、
織
布
、
別
子
等
三
大

項
。
此
次
展
覽
個
人
所
見
之
七
十
多
個
函

套
中
，
板
材
多
以
紙
板
為
主
，
偶
有
木
板

函
套
，
例
如
︽
萬
壽
盛
典
初
集
︾
、
︽
資
治

通
鑑
綱
目
︾
、
︽
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例
︾

等
，
木
板
與
紙
板
在
外
觀
上
因
皆
包
覆
錦

面
，
故
差
異
不
大
。
雖
如
前
述
，
以
材
料

特
性
來
看
，
紙
板
在
製
作
上
的
靈
活
與
方

便
性
優
於
木
板
，
但
若
以
現
今
保
存
情
形

與
劣
化
狀
況
，
木
板
的
耐
久
度
與
堅
固
性

實
優
於
紙
板
。

前
文
曾
提
及
，
清
宮
函
套
幾
乎
都

以
錦
布
類
織
物
包
覆
，
鮮
見
紙
箋
，
筆

者
以
為
，
除
了
視
覺
的
裝
飾
功
能
較
佳

外
，
由
於
各
板
材
間
的
交
界
處
容
易
呈

九
十
度
至
一
百
八
十
度
的
翻
摺
，
絲
織
物

的
耐
摺
度
實
際
上
較
紙
張
強
韌
，
推
測
其

應
也
是
考
量
原
因
之
一
。
乾
隆
六
十
二

年
︵
一
七
九
七
︶
造
辦
處
︽
活
計
檔
︾

中
著
錄
：
﹁
大
學
士
伯
和
御
前
大
臣
福
，

交 

御
製
盛
京
詩
一
部
︵
係
黃
地
緙
絲
套

面
、
簽
邊
線
字
樣
俱
係
米
色
、
地
藍
緙
絲

黃
家
縀
暗
花
殼
面
︶
。
懋
勤
殿
奉
諭
，
著

照
書
套
緙
絲
花
樣
俱
畫
紙
樣
呈
看
等
，
諭

隨
按　

御
製
盛
京
詩
之
套
，
畫
得
黃
地
緙

絲
花
樣
書
套
紙
樣
一
張
，
殼
面
黃
縀
地
暗

花
紙
樣
一
張
，
呈
大
學
士
伯
和
御
前
大
臣

福
，
看
閱
奉
，
欲
發
往
蘇
州
交
織
造
舒
璽

圖三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六面皆為封閉之六合套

圖四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由九片板子組合而成的六合套展開圖

照
樣
緙
絲
書
套
面
兩
件
﹂
從
上
文
可
知
書

籍
函
套
使
用
織
錦
圖
案
，
還
得
經
過
皇
帝

批
示
，
方
能
動
工
製
作
。
說
明
函
套
雖
僅

是
書
籍
配
件
，
但
皇
帝
的
參
與
層
度
相
對

不
減
，
或
許
這
與
前
面
提
及
的
﹁
規
制
﹂

有
些
關
連
也
說
不
定
。
例
如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
一
七
九
二
︶
︽
八
旬
萬
壽
盛
典
︾
函

套
，
錦
布
以
黃
色
為
主
體
，
織
有
壽
紋
、

雲
蝠
紋
、
卍
字
紋
、
盤
長
紋
等
吉
祥
紋

樣
，
其
明
黃
色
彩
，
不
正
意
喻
天
子
本

圖五　《八旬萬壽盛典(八)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函套覆有吉祥紋樣具祝壽之意錦布。於60倍顯微鏡下，由「片金線」所編織

而成「盤長紋」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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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是
傳
統
至
高
無
上
的
御
用
色
彩
，
而

其
圖
案
乃
至
所
用
材
質
，
也
必
然
有
些
講

究
。

筆
者
在
乾
隆
六
十
二
年
︵
一
七
九 

七
︶
造
辦
處
︽
活
計
檔
︾
中
看
到
以
下
著

錄
：
﹁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總
管
那
，
交
來
堂

諭
一
件
，
內
開
十
一
月
日
奉
。
大
學
士
伯

和
御
前
大
臣
福
，
諭
這
著
將
由
武
英
殿
撤

來　

聖
祖
萬
壽
盛
典
圖
書
二
本
，
隨
玉
彆

子
紙
樣
兩
張
。　

太
上
皇
帝
八
旬
萬
壽
盛

典
書
兩
本
，
隨
玉
彆
子
紙
樣
二
件
，
發
往

蘇
州
交
織
造
，
舒
璽
按
照
書
上
繪
圖
樣
，

選
派
好
手
工
比
畫
匠
︙
並
做
白
玉
彆
、
紫

檀
木
匣
及
原
樣
發
去
書
四
本
，
務
於
明
年

七
八
月
間
一
併
交
京
內
造
辦
處
以
備
陳

設
，
不
可
遲
誤
，
特
諭
遵
此
。
﹂
正
說
明

乾
隆
皇
帝
完
全
依
循
他
的
祖
父
康
熙
御
編

︽
萬
壽
盛
典
初
集
︾
的
所
有
規
格
來
編
纂

自
己
的
︽
八
旬
萬
壽
盛
典
︾
，
其
理
不
說

自
明
。將

︽
八
旬
萬
壽
盛
典
︾
函
套
織
錦
放

在
六
十
倍
顯
微
鏡
下
觀
察
，
可
看
到
盤
長

紋
所
用
之
扁
平
線
，
為
帶
有
金
屬
成
分
的

﹁
片
金
線
﹂
，
此
線
不
同
於
一
般
絲
線
，

作
法
是
在
襯
底
上
先
貼
上
金
箔
，
然
後
再

將
之
裁
成
細
條
後
，
作
為
金
線
使
用
，
由

此
精
緻
的
工
藝
技
術
中
亦
可
體
會
材
質
的

高
貴
，
當
然
也
彰
顯
乾
隆
皇
帝
的
尊
貴
與

威
嚴
。
︵
圖
五
︶

別
子
又
稱
﹁
彆
子
﹂
、
﹁
骨
插
﹂
，
由

玉
、
象
牙
、
駝
骨
、
木
︙
等
打
磨
而
成
，

常
因
函
套
大
小
而
製
作
出
不
同
尺
寸
，
但

多
是
由
一
字
形
之
基
本
造
型
變
化
而
來
，

特
殊
之
樣
式
設
計
還
需
講
究
左
右
對
稱
，

並
由
專
人
繪
製
樣
稿
後
，
再
由
造
辦
處
製

作
。
有
時
為
了
配
合
函
套
主
體
顏
色
會
予

以
染
色
，
︽
欽
定
熙
朝
雅
頌
集
︾
、
︽
御
製

幾
餘
詩
︾
所
用
的
深
紅
色
淺
浮
雕
雲
紋
別

子
即
是
一
例
。
︵
圖
六
︶

函
套
常
見
劣
化
狀
況
及
修
復
試
議

函
套
劣
化
因
素
錯
綜
複
雜
，
往
往

交
互
影
響
，
例
如
因
調
閱
書
籍
的
頻
繁
開

闔
，
而
使
得
板
與
板
接
縫
處
的
織
布
，
磨

損
開
裂
，
板
子
進
而
遺
失
，
這
是
筆
者
所

見
最
常
發
生
的
損
傷
。
︵
圖
七
、
八
︶

   

另
外
包
覆
於
外
，
連
結
板
子
之
絲

織
品
老
化
也
是
影
響
因
素
之
一
。
雖
然
蠶

絲
不
論
吸
濕
性
、
透
水
性
以
及
絕
熱
性
的

表
現
都
優
於
其
他
纖
維
，
但
耐
光
程
度
則

較
差
，
經
日
光
照
射
後
纖
維
強
度
下
降
，

容
易
出
現
泛
黃
、
酥
碎
或
褪
色
。
蠶
絲
是

熟
蠶
結
繭
所
分
泌
的
絲
液
凝
固
而
成
的
連

續
性
長
纖
維
，
也
稱
﹁
天
然
絲
﹂
，
主
要

成
分
為
絲
膠
和
絲
素
，
而
絲
膠
和
絲
素
皆

為
蛋
白
質
，
由
於
蛋
白
質
內
的
胺
基
酸
容

易
因
為
光
線
、
溫
度
的
變
化
，
出
現
光
氧

化
和
熱
化
學
作
用
進
而
產
生
老
化
現
象
。

光
線
中
的
紫
外
線
，
容
易
造
成
有
機
分
子

化
學
鍵
斷
裂
，
隨
即
在
光
、
氧
作
用
下
，

產
生
活
性
極
大
的
自
由
基
，
更
進
一
步
使

聚
合
物
氧
化
，
而
出
現
不
同
程
度
的
劣
化

狀
況
。
︵
圖
九
︶

圖六　院藏函套常用別子（黃色標示為深紅色淺浮雕雲紋別子）

固
定
別
子
的
別
帶
︵
別
子
袢
︶
也
會

因
為
使
用
的
關
係
，
不
斷
與
函
套
邊
緣
磨

擦
，
出
現
織
品
纖
維
斷
裂
的
狀
況
，
最
後

別
子
遺
落
，
造
成
缺
損
。
︵
圖
十
︶

過
去
，
因
僅
視
函
套
為
書
籍
配
件
等

原
因
，
故
而
忽
略
其
價
值
。
近
年
來
，
由

於
文
物
修
護
的
觀
念
逐
漸
成
熟
，
主
體
所

附
屬
的
配
件
，
也
陸
續
被
視
為
文
化
歷
史

的
一
部
分
，
保
持
文
物
的
整
體
性
已
漸
漸

成
為
是
今
日
修
護
的
準
則
與
目
標
。
有
鑑

於
此
，
筆
者
在
執
行
修
復
工
作
時
，
除
修

復
損
傷
、
恢
復
舊
觀
之
外
，
尤
其
重
視
其

先
被
賦
予
的
護
書
功
能
，
以
下
舉
函
套
修

護
實
例
數
則
，
以
茲
說
明
。

︽
春
秋
經
筌
︾
回
字
六
合
套
修
復

此
函
套
屬
於
典
型
的
﹁
回
﹂
字
型

六
合
函
套
，
由
於
先
天
上
的
細
條
紙
板
圖

案
設
計
，
加
上
歷
時
已
久
等
因
素
，
回
字

紙
板
已
有
斷
裂
、
缺
損
。
︵
圖
十
一
︶
筆

者
仔
細
觀
察
之
後
發
現
，
由
於
紙
板
斷
裂

的
切
面
過
薄
，
相
對
地
減
少
可
提
供
接
合

的
面
積
，
若
強
行
黏
合
，
往
後
仍
會
因
結

構
支
撐
度
不
足
而
陷
落
。
因
此
，
採
取
先

以
細
竹
栓
插
入
兩
邊
紙
板
內
層
固
定
，
以

增
加
紙
板
支
撐
連
結
力
量
，
然
後
再
行
黏

合
的
方
式
修
復
。
此
法
與
早
期
臺
灣
南
島

圖十　《御製幾餘詩》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別帶磨損和別子缺損

圖七 《陶靖節集》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函套翻折處斷裂

圖八 《爾雅》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缺板子

圖九　宋刊《大佛頂首楞嚴經》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錦布因老化加上磨損嚴重而導致缺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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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二

民
族
製
作
船
隻
的
方
式
類
似
，
將
木
栓
連

接
船
板
增
加
其
密
合
度
，
使
板
子
的
結
合

更
加
緊
密
。
︵
圖
十
二
︶
另
外
函
套
缺
損

處
，
則
以
厚
度
相
當
之
中
性
紙
板
繪
出
缺

損
形
狀
後
，
以
相
同
方
式
填
補
固
定
，
外

層
之
錦
布
因
原
物
圖
樣
現
已
難
尋
，
所
以

改
以
單
色
織
物
代
替
，
讓
修
補
處
不
致
於

過
度
突
兀
。
︵
圖
十
三
、
十
四
︶

︽
大
佛
頂
首
楞
嚴
經
︾
四
合
套
修
復

函
套
邊
緣
織
品
斷
裂
，
修
護
織
布

轉
角
處
斷
裂
的
部
分
，
採
用
與
物
件
底

色
相
似
色
系
之
絹
布
，
進
行
隱
補
工
作
。

所
謂
隱
補
，
乃
是
以
壓
克
力
顏
料
加
工

染
製
後
之
新
補
絹
，
置
放
於
缺
損
處
下

方
，
黏
貼
於
原
裱
布
和
板
子
中
間
。
︵
圖

十
五
、
十
六
︶
顏
色
染
製
不
宜
過
深
或
太

淺
，
都
會
造
成
視
覺
上
隱
補
處
過
於
突

兀
，
另
外
隱
補
的
絹
布
也
不
宜
繃
太
緊
，

否
則
乾
燥
後
，
容
易
在
板
子
交
界
開
闔
處

崩
裂
。
︵
圖
十
七
、
十
八
︶

︽
御
製
幾
餘
詩
︾
四
合
套
修
復 

至
於
︽
御
製
幾
餘
詩
︾
四
合
套
別

帶
斷
裂
部
分
，
則
是
儘
量
保
留
原
有
的
織

布
，
以
同
色
系
布
料
襯
底
加
固
後
，
依
別

子
大
小
重
新
製
作
。
︵
圖
十
九
︶
另
外
遇
到

缺
損
別
子
時
，
尤
其
是
原
本
配
置
特
別
形

狀
或
顏
色
的
別
子
，
經
常
會
出
現
材
料
短

缺
的
狀
況
。
今
日
類
似
配
件
取
得
不
易
，

此
次
修
護
使
用
過
去
筆
者
以
市
面
上
最
容

易
買
到
的
一
字
形
乳
白
色
別
子
代
替
，
但

︽
御
製
幾
餘
詩
︾
的
函
套
別
子
不
僅
造
型

特
殊
，
其
鮮
見
朱
紅
色
彩
，
在
無
替
代
品

可
用
的
情
況
狀
況
下
，
筆
者
將
大
小
適

當
之
一
字
形
別
子
，
先
以
壓
克
力
顏
料
進

行
塗
佈
，
使
修
護
後
別
子
與
原
始
別
子
所

呈
現
的
視
覺
效
果
趨
於
協
調
後
，
暫
時
抵

替
，
至
合
適
物
件
出
現
為
止
。
︵
圖
二
十
︶

圖十一　《春秋經筌》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修護前狀況，黃箭頭標示為斷裂；粉紅箭頭標示為缺損。

圖十二　《春秋經筌》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修護中，使用竹栓加以支撐連結紙板斷裂處。

圖十三　《春秋經筌》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修護中，使用無酸紙板繪製缺損部分，並加以固定。

圖十四　《春秋經筌》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粉紅箭頭標示為缺損修護後

圖十五　 依不同函套顏色，分別染製修補材。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圖十六　 將織布揭開置入合適顏色之補絹。　登錄保存處
修護紀錄

結
語

過
去
由
於
函
套
修
復
較
為
被
忽
略
，

國
內
外
能
夠
獲
取
的
相
關
修
復
紀
錄
有

限
，
故
本
文
所
舉
之
例
實
僅
適
用
於
受
損

輕
微
、
仍
保
有
結
構
性
之
函
套
。
若
遇
破

損
程
度
極
高
或
是
配
件
已
佚
，
無
法
復
原

至
具
有
保
護
書
籍
功
能
的
函
套
時
，
重
新

製
作
或
許
也
是
選
項
之
一
。
但
這
又
是
另

一
門
學
問
，
以
筆
者
所
知
目
前
本
院
函
套

的
殘
損
情
況
，
如
何
拿
捏
，
正
考
驗
著
保

存
者
與
修
復
者
的
智
慧
，
由
本
次
展
覽

送
修
函
套
多
損
傷
以
別
子
脫
落
為
多
，
真

正
缺
少
板
材
較
少
，
加
上
為
符
合
展
覽
精

神
，
故
以
﹁
恢
復
舊
觀
﹂
為
主
，
不
多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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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御製幾餘詩》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淡藍色箭頭標示處為原始別子，黃色箭頭標示處為替代用自

製別子。

圖十七　《大佛頂首楞嚴經》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修復前，函套邊緣織品斷裂。

圖十八　《大佛頂首楞嚴經》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修復後，以新的補絹連接斷裂處 。

圖十九　 將原始別帶黏附於新支撐物上。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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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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