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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嘉
慶
龍
袍
與
王
得
祿
蟒
袍

一
般
常
聽
到
的
龍
袍
與
蟒
袍
，
除

了
容
易
造
成
混
淆
分
類
的
五
爪
龍
與
四

爪
龍
，
及
黃
色
只
能
帝
王
限
用
等
規
定
之

︿ 
王
得
祿
伯
爵
藍
地
刺
繡
鋪
棉
蟒
袍
﹀

修
護
紀
錄

蔡
旭
清

外
，
在
看
似
相
同
的
樣
貌
下
，
有
哪
些
異

同
區
別
？
尤
其
在
﹁
嘉
慶
君‧
遊
臺
灣─

清
仁
宗
文
物
特
展
﹂
︵
以
下
簡
稱
﹁
嘉
慶

君
特
展
﹂
︶
展
場
內
，
另
有
一
借
展
自
瀋

陽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嘉
慶
皇
帝
之
明
代
︿
黃

地
繡
彩
雲
金
龍
十
二
章
紋
龍
袍
﹀
。
︵
圖

一
︶

龍
袍
與
蟒
袍
在
清
代
服
飾
歸
類
中

刻
正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南
部
院
區
盛
大
展
出
的
﹁
嘉
慶
君‧

遊
臺
灣─

清
仁
宗
文
物
特
展
﹂

中
，
除
匯
聚
本
院
所
藏
嘉
慶
朝
精
品
外
，
由
出
身
清
代
諸
羅
縣
溝
尾
︵
今
嘉
義
縣
太
保
市
︶
、
並

為
有
清
一
代
職
位
最
高
的
臺
籍
官
員—

王
得
祿
︵
一
七
七
〇

∼

一
八
四
二
︶
生
前
所
穿
著
的
︿
王

得
祿
伯
爵
藍
地
刺
繡
鋪
棉
蟒
袍
﹀
，
在
其
後
人
王
誠
明
先
生
慨
然
提
供
，
並
經
策
展
團
隊
的
努
力

下
，
現
陳
列
於
特
展
展
廳
入
口
旁
，
是
本
展
覽
最
醒
目
的
展
件
之
一
。
過
往
，
大
眾
對
於
王
得
祿

的
認
識
與
理
解
，
多
來
自
於
民
間
傳
奇
與
電
視
通
俗
傳
播
，
唯
此
次
特
展
中
的
選
件
，
透
過
文
獻

搭
配
王
家
典
藏
的
文
物
，
讓
王
得
祿
的
真
實
存
在
躍
然
眼
前
。
而
為
使
蟒
袍
以
接
近
原
貌
的
狀
況

呈
現
在
國
人
面
前
，
筆
者
有
幸
參
與
了
相
關
維
修
過
程
，
本
文
除
了
說
明
修
復
過
程
外
，
更
希
冀

透
過
整
理
與
修
護
的
親
歷
觀
察
，
一
探
清
代
﹁
蟒
袍
﹂
的
實
際
形
制
材
料
與
工
藝
技
法
。

 明　王得祿伯爵藍地刺繡鋪棉蟒袍　王誠明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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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屬
於
吉
服
袍
的
範
疇
，
但
許
多
文
獻
在

陳
述
時
卻
常
混
淆
不
清
，
如
龍
袍
又
稱
吉

服
、
吉
服
就
是
龍
袍
，
或
吉
服
是
龍
袍
或

蟒
袍
等
等
，
不
一
而
足
。
但
如
果
透
過
較

正
確
的
分
類
，
我
們
或
可
以
如
是
觀
之
：

所
謂
的
吉
服
袍
，
可
視
為
樣
式
的
名
稱
，

這
裡
擁
有
兩
個
分
類
樣
式
的
集
合
，
一
是

﹁
吉
服
﹂
、
另
一
則
為
﹁
袍
﹂
。
滿
族
服

下
至
輔
國
公
、
和
碩
、
額
駙
，
皆
同
色
，

不
得
用
金
黃
，
餘
隨
所
用
，
片
金
縁
。
繡

文
，
通
九
蟒
，
皆
四
爪
﹂
，
從
層
層
規
定

中
，
可
見
對
於
吉
服
蟒
數
與
爪
數
較
過
往

更
為
嚴
格
。

此
次
展
出
的
︿
王
得
祿
伯
爵
藍
地
刺

繡
鋪
棉
蟒
袍
﹀
︵
以
下
簡
稱
﹁
王
得
祿
蟒

袍
﹂
︶
為
例
，
繡
紋
有
別
於
龍
袍
，
十
二

章
部
分
改
繡
吉
祥
八
寶
圖
紋
︵
圖
三
︶
、

其
他
部
分
也
繡
滿
雲
紋
。
下
接
海
水
江
崖

紋
，
下
襬
為
立
水
紋
。
王
得
祿
以
武
途
出

仕
，
曾
協
助
平
定
林
爽
文
事
件
，
擊
潰
海

盜
匪
朱
濆
、
蔡
牽
，
並
於
第
一
次
鴉
片
戰

爭
期
間
協
防
澎
湖
。
官
至
浙
江
、
福
建
水

師
提
督
，
生
前
獲
太
子
太
保
銜
，
逝
世
後

更
追
封
伯
爵
，
加
太
子
太
師
銜
。
依
上
資

料
可
知
，
王
得
祿
為
一
品
武
官
，
其
蟒
袍

應
為
武
官
九
蟒
五
爪
蟒
袍
，
顏
色
非
明

黃
。
而
觀
覽
文
物
，
可
謂
相
符
，
也
暫
時

解
釋
了
一
般
容
易
誤
解
的
九
﹁
龍
﹂
五
爪

疑
惑
。

刺
繡
工
藝
與
技
法

龍
袍
、
蟒
袍
的
刺
繡
方
式
，
是
先

將
待
繡
面
料
上
於
繃
架
，
接
著
將
袍
的
前

的
多
元
化
﹀
一
文
中
所
述
，
清
朝
蟒
袍
承

襲
明
朝
蟒
袍
之
舊
，
凡
慶
典
時
王
公
大
臣

文
武
百
官
皆
穿
著
蟒
袍
。
此
時
期
的
朝
服

也
被
稱
為
花
衣
期
，
即
因
龍
袍
與
蟒
袍
的

滿
繡
樣
式
，
加
以
圖
樣
豐
富
，
而
被
稱
為

﹁
花
衣
﹂
。
︵
註
三
︶

蟒
袍
的
繡
蟒
的
數
量

與
官
級
相
關
，
但
並
不
嚴
格
。
文
官
一
品

至
三
品
繡
滿
九
蟒
五
爪
，
四
品
至
六
品
繡

八
蟒
五
爪
，
七
品
及
未
入
流
的
繡
五
蟒
五

爪
。
武
官
的
蟒
袍
，
一
品
至
五
品
與
文
官

同
，
即
繡
滿
九
蟒
五
爪
，
六
品
七
品
與
文

官
七
品
以
下
同
，
即
繡
五
蟒
五
爪
。
不
論

文
武
百
官
，
除
避
用
黃
色
外
，
蟒
袍
顏
色

不
拘
，
惟
需
避
用
黃
色
，
因
黃
色
蟒
袍
僅

為
皇
子
穿
著
，
諸
王
則
需
特
別
恩
賜
才
能

穿
戴
。重

新
按
此
檢
視
清
︽
皇
朝
通
志
︾
卷

五
八
中
，
有
著
﹁
皇
太
子
龍
袍
：
色
用
杏

黃
，
棉
、
袷
、
紗
、
裘
，
惟
其
時
。
領
袖

俱
石
青
，
片
金
縁
。
繡
文
，
金
龍
九
，
間

以
五
色
雲
領
，
前
後
正
龍
各
一
，
左
右
及

交
襟
處
行
龍
各
一
，
袖
端
正
龍
各
一
，
下

幅
八
寳
立
水
，
裾
左
右
開
﹂
。
並
有
﹁
皇

子
蟒
袍
：
色
用
金
黃
，
片
金
縁
。
繡
文
，

通
九
蟒
，
裾
左
右
開
﹂
、
﹁
貝
勒
蟒
袍
：

飾
的
特
點
，
來
自
於
遊
牧
民
族
的
生
活

習
慣
，
及
尚
武
騎
射
的
日
常
需
求
，
服
裝

多
為
緊
身
窄
袖
，
下
擺
開
片
，
便
於
身
手

靈
活
動
作
。
入
關
後
，
為
不
忘
祖
制
，
仍

繼
續
沿
用
此
服
裝
形
制
，
連
帶
也
影
響
到

官
員
的
服
裝
。
清
代
官
員
服
飾
袍
類
主
要

分
為
﹁
朝
服
、
吉
服
、
常
服
、
行
服
﹂
，

及
屬
於
掛
類
的
﹁
補
掛
﹂
與
﹁
外
掛
﹂
。

﹁
吉
服
﹂
主
要
為
通
身
長
袍
，
圓
領
、
右

襟
、
箭
袖
、
馬
蹄
袖
口
，
為
了
上
馬
方
便

裾
四
開
，
右
襟
內
側
尚
有
一
片
包
布
。
武

將
文
官
可
單
穿
蟒
袍
，
也
可
蟒
袍
外
加

﹁
補
掛
﹂
。

依
據
本
院
典
藏
武
英
殿
刊
本
︽
皇

朝
禮
器
圖
式
︾
：
﹁
皇
帝
龍
袍
：
色
用
明

黃
，
領
袖
俱
石
青
、
片
金
緣
。
繡
文
，
金

龍
九
，
列
十
二
章
，
間
以
五
色
雲
。
領
前

後
正
龍
各
一
，
左
右
及
交
襟
處
行
龍
各

一
，
袖
端
正
龍
各
一
，
下
幅
八
寶
立
水
，

裾
左
右
開
，
棉
、
袷
、
紗
、
裘
，
各
惟
其

時
。
﹂
︵
註
一
︶

依
據
內
文
實
物
詳
細
繪
圖

︵
註
二
︶

︵
圖
二
︶
︵
闕
碧
芬
，
二○

一
六
︶

，

前
述
的
嘉
慶
皇
帝
龍
袍
形
制
與
規
定
相
符
。

外
觀
看
不
到
的
第
九
條
龍
為
行
龍
便
藏
於

右
襟
內
側
的
左
右
交
襟
處
，
如
圖
所
示
。

圖1　明　黃地繡彩雲金龍十二章紋龍袍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圖2　 《皇朝禮器圖式》　卷四〈冠服一〉　皇帝龍袍　局部　
清乾隆31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紅圈處為吉祥八寶紋局部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龍
袍
與
蟒
袍
的
圖
案
特
色
在
於
所
有

圖
案
近
乎
滿
繡
於
面
料
上
，
如
龍
袍
的
龍

紋
，
與
龍
紋
間
繡
滿
十
二
章
與
雲
紋
等
，

蟒
袍
同
在
龍
紋
間
亦
滿
繡
其
他
紋
樣
。
按

劉
家
駒
︿
明
式
衣
冠
漢
時
裳—

清
代
服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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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
龍
紋
正
反
面
各
正
龍
一
、
行
龍
二
，
肩

部
左
右
各
正
龍
一
加
上
左
右
襟
交
疊
裡
亦

繡
一
條
，
全
件
共
九
條
龍
紋
。

其
上
刺
繡
，
金
線
部
分
屬
於
盤
金

繡
，
以
盤
金
線
的
方
式
盤
出
所
有
的
圖

案
，
包
含
龍
紋
花
籃
與
其
他
紋
案
。
盤
金

繡
時
常
兩
條
金
線
為
一
個
單
位
，
再
以
釘

金
縫
的
針
法
將
線
固
定
纏
繞
成
圖
案
。
但

考
量
到
圖
案
設
計
與
組
織
面
積
的
多
寡
，

為
求
圖
案
與
固
釘
牢
度
，
也
會
有
刺
繡
師

選
擇
兩
股
以
上
或
是
四
股
金
線
為
盤
金
的

單
位
。
在
釘
金
縫
製
時
，
固
定
金
線
的
紅

色
絲
線
多
會
選
擇
跟
上
下
行
間
隔
錯
落
，

以
避
免
造
成
紅
絲
線
釘
成
一
直
線
時
的
物

理
力
量
使
底
部
支
撐
得
面
料
纖
維
斷
裂
，

若
然
如
此
，
輕
則
盤
金
線
容
易
脫
落
，
重

則
整
塊
面
料
成
受
不
了
拉
力
而
破
掉
斷

裂
。
︵
圖
五
︶

仔
細
觀
察
龍
紋
釘
繡
，
其
層
疊
緊

密
，
錯
落
有
致
，
營
造
出
龍
細
密
精
緻
的

鱗
片
，
正
龍
與
行
龍
龍
頭
與
表
情
也
很
生

動
。
在
中
間
花
籃
圖
案
部
分
，
除
了
釘

金
線
外
，
亦
將
繡
線
以
同
樣
工
法
釘
繡
。

八
寶
紋
、
海
水
江
涯
與
立
水
紋
等
，
則

以
平
繡
的
方
法
針
腳
綿
密
繡
成
，
繡
時
使

用
深
淺
同
色
系
的
繡
線
造
成
顏
色
漸
層
的

美
感
，
十
分
精
緻
。
︵
圖
六
︶
內
裡
則
為

淡
藍
色
花
蝶
紋
暗
花
緞
，
雖
為
常
見
的
蟒

袍
內
襯
︵
圖
七
︶
，
但
也
屬
細
緻
織
做
，

並
意
外
的
內
夾
鋪
棉
。
︵
圖
八
︶
馬
蹄
袖

內
襯
有
皮
毛
類
材
質
，
應
屬
冬
季
蟒
袍
。

︵
圖
九
︶

整
體
觀
之
，
王
得
祿
蟒
袍
布
局
完

整
，
做
工
細
膩
，
可
推
測
並
非
普
通
的
工

坊
可
以
勝
任
。

修
護
前
文
物
保
存
狀
況

因
蟒
袍
既
為
朝
服
，
自
是
用
於
實

際
穿
著
，
隨
使
用
、
貯
藏
留
下
顯
著
的
痕

跡
，
並
有
後
人
所
進
行
的
修
補
，
及
後
人

收
藏
時
因
摺
疊
摩
擦
而
產
生
劣
化
等
現

象
。
為
求
展
覽
之
美
觀
及
安
全
，
本
院
在

經
與
家
屬
討
論
後
，
決
定
進
行
保
護
性
維

修
。

先
經
目
視
觀
察
，
王
得
祿
蟒
袍
面

料
藍
地
部
分
尚
屬
保
存
良
好
，
唯
右
胸
內

側
左
右
襟
交
疊
部
分
皺
摺
與
小
破
洞
︵
圖

十
︶
，
下
擺
部
分
繡
線
則
有
些
許
磨
損
。

圖4　 袍料前身片與後身片　瀋陽故宮藏　張忠信重繪

圖5　 蟒袍中間花籃圖案部分除了釘金線外也將繡線
以同樣工法釘繡。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6　 八寶紋、海水江涯與立水紋等，則以平繡的
方法針腳綿密繡成，繡時使用深淺同色系的
繡線造成顏色漸層的美感十分精緻。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7　蟒袍內襯的淡藍色花蝶紋暗花緞。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8　內夾鋪棉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圖9　馬蹄袖內襯有皮毛類材質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10　部分皺摺與小破洞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身
與
後
片
一
起
刺
繡
於
同
一
塊
面
料
︵
袍

料
︶
，
刺
繡
完
再
落
繃
剪
裁
，
將
前
後
片

從
左
右
加
襯
側
縫
合
製
而
成
。
這
樣
工
藝

方
法
的
呈
現
，
可
從
故
宮
南
院
亞
洲
織
品

廳
內
其
他
幾
件
同
來
自
瀋
陽
故
宮
的
龍
袍

料
繡
片
上
窺
知
，
與
一
般
認
知
的
西
洋
裁

縫
方
式
完
全
不
同
。
︵
圖
四
︶

王
得
祿
蟒
袍
的
型
式
為
圓
領
、
右

衽
、
馬
蹄
袖
、
裾
四
開
。
外
層
面
料
藍
色

絲
質
為
地
，
上
多
彩
金
色
線
刺
繡
圖
案
，

內
裡
則
為
淡
藍
色
花
蝶
紋
暗
花
緞
。
馬
蹄

袖
內
襯
有
皮
毛
類
材
質
。
袍
身
金
色
線
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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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十
一
︶
大
致
狀
況
如
下
：

前
片
：
雙
裾
交
接
處
開
裂
磨
損
︵
圖

十
二
︶
，
右
邊
裾
邊
緣
開
裂
︵
圖
十
三
︶

且
圓
領
領
口
包
邊
布
及
其
上
行
龍
紋
金
色

線
磨
損
散
失
。
前
片
胸
前
正
龍
龍
紋
刺
繡

金
色
線
、
左
右
肩
龍
紋
刺
繡
金
色
線
、
下

部
左
右
升
龍
龍
紋
及
左
右
馬
蹄
袖
行
龍
龍

紋
刺
繡
金
色
線
繡
線
鬆
脫
嚴
重
。
右
衽
最

上
端
鈕
扣
已
被
縫
死
、
鈕
扣
結
與
紐
扣
帶

脫
離
，
鈕
扣
帶
上
的
金
色
線
散
失
。
︵
圖

十
四
、
十
五
︶

後
片
：
領
口
包
邊
布
及
其
上
行
龍
紋

金
色
線
磨
損
亦
散
失
，
背
部
正
龍
龍
紋
刺

繡
金
色
線
、
左
右
肩
龍
紋
刺
繡
金
色
線
、

下
部
左
右
升
龍
龍
紋
及
左
右
馬
蹄
袖
行
龍

龍
紋
刺
繡
金
色
線
繡
線
鬆
脫
嚴
重
。
中
間

花
藍
紋
樣
上
的
金
線
脫
落
。

內
襯
裡
：
領
口
內
淡
藍
色
花
蝶
紋
暗

花
緞
磨
損
破
裂
，
下
擺
花
蝶
紋
暗
花
緞
髒

汙
以
及
纖
維
黃
化
。

經
檢
視
文
物
狀
況
後
，
制
定
了
多

項
修
護
方
案
。
右
內
側
藍
色
面
料
的
小

破
洞
為
求
洞
口
不
再
擴
張
以
致
嚴
重
劣

化
，
將
施
以
補
缺
，
並
平
整
皺
摺
。
︵
圖

十
六
、
十
七
︶
鈕
扣
處
需
進
一
步
確
認
可

修
護
狀
況
後
，
再
行
修
護
或
保
持
原
狀
。

領
口
包
布
則
維
持
原
狀
，
不
採
用
換
新
的

包
布
。
領
口
內
淡
藍
色
花
蝶
紋
暗
花
緞
由

於
磨
損
破
裂
嚴
重
，
將
補
缺
破
洞
。
下
擺

花
蝶
紋
暗
花
緞
髒
汙
以
及
纖
維
黃
化
暫
不

處
理
。
前
片
正
中
央
龍
紋
金
色
線
皺
摺

處
，
將
逐
一
視
其
狀
況
整
平
；
然
若
金
色

線
因
彈
性
疲
乏
無
法
平
整
時
，
予
以
保
持

原
現
狀
。
前
片
雙
裾
交
接
處
開
裂
磨
損
處

縫
合
修
護
，
右
邊
裾
邊
緣
開
裂
縫
合
。

馬
蹄
袖
口
的
重
點
修
護
：

馬
蹄
袖
具
長
短
兩
邊
，
長
邊
在
上
、

短
邊
在
下
，
穿
戴
時
覆
蓋
在
手
背
上
，
只

露
出
手
指
，
有
保
護
的
作
用
，
亦
可
靈

巧
地
露
出
手
指
，
達
到
可
以
隨
時
拉
弓

射
箭
。
但
由
於
手
部
經
常
需
觸
摸
其
他
物

品
，
日
經
使
用
後
，
連
帶
左
右
邊
馬
蹄
袖

袖
口
皆
破
損
的
十
分
嚴
重
，
面
料
近
乎
鬆

脫
散
失
，
所
需
釘
補
範
圍
甚
大
，
故
先
依

其
殘
剩
面
料
來
評
估
該
使
用
何
種
補
洞
維

修
護
方
法

本
次
的
修
護
工
作
，
原
則
上
以
保
存

原
狀
、
不
再
使
脫
線
與
破
洞
情
況
擴
大
為

主
要
修
護
概
念
與
方
法
。
故
為
固
定
鬆
脫

的
金
線
，
將
已
經
散
缺
的
金
線
不
再
添
加

新
線
釘
縫
，
破
洞
處
並
以
與
原
材
質
相
同

的
布
料
染
色
後
作
為
襯
材
加
固
。

圖11　下擺繡線些許磨損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圖12　雙裾交接處開裂磨損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13　右邊裾邊緣開裂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圖14　圓領領口包邊布及其上行龍紋金線磨損散失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15　右肩龍紋刺繡金線磨損散失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16　鋪棉內襯修護前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17　批棉內襯修護後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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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方
式
。
後
經
評
估
，
決
定
採
用
兩
種
方

式
，
一
種
是
下
襯
加
固
補
洞
法
，
另
一
種

以
在
上
面
︵
正
表
面
︶
施
蓋
黑
色
或
已
染

好
的
適
當
顏
色
疏
薄
絹
。

使
用
第
一
種
方
法
的
範
圍
，
是
面
料

基
底
部
分
條
件
良
好
，
面
料
尚
為
強
壯
，

還
能
承
受
針
線
縫
拉
力
的
部
分
。
整
修
時

先
將
已
染
整
好
的
適
量
與
適
色
之
加
固
布

料
填
補
於
破
洞
處
，
然
後
以
昆
蟲
針
固
定

位
置
，
並
與
加
固
層
靠
針
線
縫
拉
固
定
。

固
定
的
方
法
是
以
釘
針
法
，
採
同
單
線
來

回
釘
針
固
定
。
︵
圖
十
八

∼

二
二
︶

第
二
種
方
法
為
將
黑
色
或
已
染
好

的
適
當
顏
色
疏
薄
絹
，
直
接
覆
蓋
在
傷
口

破
洞
上
，
一
樣
先
以
昆
蟲
針
做
固
定
，
然

後
再
以
黑
色
或
染
製
好
的
適
當
顏
色
絲
線

以
單
針
來
回
固
定
釘
縫
。
若
發
現
原
基
底

更
脆
弱
，
便
只
能
在
袖
口
邊
緣
較
強
壯
處

加
以
固
定
，
再
與
加
固
層
疏
薄
絹
以
走
針

︵
平
針
︶
縫
的
方
法
固
定
，
運
用
薄
絹
紗

網
做
為
傷
口
與
外
力
隔
絕
的
隔
絕
層
，
進

而
保
護
原
來
破
損
受
傷
的
傷
口
。
而
破

損
邊
緣
有
脆
化
之
危
險
時
，
可
點
甲
基
纖

維
素
於
纖
維
破
口
使
其
緩
和
破
裂
，
但
經

觀
察
後
，
因
將
疏
薄
絹
大
範
圍
覆
蓋
傷
口

便
可
達
到
保
護
的
效
果
，
所
以
最
後
沒
有

選
擇
以
任
何
黏
著
劑
加
附
其
上
。
︵
圖

二
三
︶

重
釘
金
線
的
困
難
修
護

此
件
袍
服
的
金
屬
線
問
題
，
約
略
可

歸
納
成
兩
種
劣
化
情
況
。
一
是
原
釘
金
線

的
絲
線
近
乎
劣
化
斷
裂
或
散
失
，
如
果
金

線
還
在
原
來
位
置
的
，
幾
乎
可
以
將
整
個

龍
紋
移
走
，
但
至
少
紋
路
紋
樣
都
還
在
，

可
謂
之
﹁
有
跡
可
循
﹂
，
按
部
就
班
依
照

找
尋
出
來
的
軌
跡
原
圖
將
金
線
盤
釘
回
去

即
可
，
問
題
僅
在
範
圍
十
分
廣
大
。
︵
圖

二
四
，
與
圖
二
二
馬
蹄
袖
上
的
金
龍
紋
盤

金
釘
回
︶

另
一
部
份
即
是
相
當
棘
手
的
修
護
，

金
線
因
失
去
了
固
定
的
絲
線
，
在
之
前
被

移
動
或
摺
疊
或
抽
拉
時
導
致
被
拉
扯
斷

裂
，
部
分
金
線
更
已
散
失
，
存
在
的
部

分
又
因
折
疊
或
移
動
而
改
變
了
原
盤
繞
的

方
向
，
找
不
出
原
來
的
理
路
，
看
不
出

原
來
的
脈
絡
。
另
還
有
不
當
的
釘
縫
修
補

痕
跡
，
更
是
造
成
判
定
盤
金
方
向
的
困
難

處
。
修
護
的
方
法
一
樣
是
先
找
回
該
有
的

紋
案
與
盤
金
的
脈
絡
，
以
小
鑷
子
與
昆
蟲

針
找
好
方
向
後
，
小
區
域
暫
時
固
定
，
再

將
四
股
撚
成
的
絲
線
四
股
劈
成
一
股
來
做

為
釘
縫
的
固
定
線
，
逐
步
將
脫
落
的
金
屬

線
釘
縫
回
來
，
工
作
過
程
可
謂
相
當
精
細

與
耗
時
，
也
考
驗
著
維
修
人
員
的
眼
力
與

耐
心
。
︵
圖
二
五
︶

保
存
與
展
示
的
基
礎
精
神

透
過
本
次
嘉
慶
君
特
展
的
借
展
文

物
修
護
契
機
，
確
認
了
吉
服
︵
龍
袍
、
蟒

袍
︶
在
製
作
工
藝
上
的
異
同
，
雖
然
在
吉

圖18　馬蹄袖修護前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19　右馬蹄袖修護前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20　馬蹄袖修護中 以昆蟲針固定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圖21　馬蹄袖修護中釘針縫固定。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22　馬蹄袖修護後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圖23　 黑色或已染好的適當顏色疏薄絹，直接覆蓋在傷口
破洞上。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24　找尋出來的軌跡原圖將金線先以昆蟲針固定。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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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清
允
錄
等
奉
敕
撰
，
︽
皇
朝
禮
器
圖
式
︾
卷

四
︿
冠
服
一
﹀
，
清
乾
隆
間
寫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本
。

2.  

同
前
，
卷
四
︿
冠
服
一
﹀
。

3.  

劉
家
駒
，
︿
明
式
衣
冠
漢
時
裳—

清
代
服
飾

的
多
元
化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四
八

期
，
一
九
八
七
，
頁
一
三
一
。

參
考
書
目

1.  

馮
明
珠
主
編
，
︽
嘉
慶
君‧

遊
臺
灣─

清
仁

宗
文
物
特
展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〇
一
六
。

2.  

清
允
錄
等
奉
敕
撰
，
︽
皇
朝
禮
器
圖
式
︾
，

清
乾
隆
間
寫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本
。

3.  

宗
鳳
英
，
︿
從
清
代
服
飾
特
點
看
早
期
滿
民

族
的
務
實
求
實
精
神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二
二
五
期
，
二
〇
〇
一
，
頁
八
四─

九
五
。

4.  

宗
鳳
英
，
︽
清
代
宮
廷
服
飾
︾
，
北
京
：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四
。

5.  

陳
夏
生
，
︿
清
代
服
飾
溯
源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五
三
期
，
一
九
八
七
，
頁
九
二

─

九
九
。

6.  

劉
家
駒
，
︿
明
式
衣
冠
漢
式
裳—

清
代
服
飾

的
多
元
化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四
八

期
，
一
九
八
七
，
頁
一
二
四—

一
三
三
。

服
上
的
蟒
數
與
爪
數
，
尚
需
要
更
多
的
文

獻
與
實
物
進
行
比
對
，
方
能
完
全
確
認
。

但
對
於
袍
服
部
位
的
了
解
，
盤
金
繡
圖
案

方
向
的
討
論
與
復
原
方
法
上
，
仍
有
諸
多

收
穫
，
並
確
立
原
則
上
以
保
存
原
狀
不
再

使
脫
線
與
破
洞
為
主
要
修
護
概
念
與
方

法
，
大
量
使
用
釘
線
繡
繡
法
重
新
固
定
大

面
積
散
脫
的
金
屬
線
，
捨
棄
使
用
黏
著
劑

加
固
，
並
直
接
以
正
面
覆
蓋
疏
薄
絹
做
為

馬
蹄
袖
的
保
護
層
。
而
為
展
示
，
尚
製
作

內
襯
胚
衣
與
T
型
支
架
，
有
著
保
護
與
支

撐
的
功
能
，
使
展
示
可
以
完
美
呈
現
。

保
存
文
物
需
要
空
間
、
時
間
與
人

力
，
三
種
要
素
缺
一
不
可
。
此
件
文
物
不

論
是
材
料
本
身
工
藝
技
法
與
歷
史
意
義
，

皆
甚
有
值
得
關
注
之
處
，
應
該
給
予
更
好

的
保
存
環
境
來
保
存
，
不
僅
使
其
延
長
壽

命
，
並
可
以
豐
厚
對
於
過
往
的
研
究
，
釐

清
認
知
的
誤
區
。
物
件
的
觀
察
加
上
文
獻

的
研
究
相
互
對
照
，
能
比
對
出
更
多
的
歷

史
資
訊
，
這
才
是
文
物
保
存
的
基
本
精
神

與
整
體
價
值
。
︵
圖
二
六
︶

特
別
感
謝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登
錄
保
存
處
林
燕
雪
、
高

宜
君
、
何
羿
嫺
及
圖
書
文
獻
處
陳
烜
宇
，
在
修
護
過
程

中
的
所
有
協
助
，
與
王
誠
明
老
師
的
幫
助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登
錄
保
存
處

圖25　 找尋出來的軌跡原圖將金線盤釘回去　紅線部分為原收藏者舊釘線，
非本次修復之固定線。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圖26　修護完成於展場獨立櫃內展示　登錄保存處修護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