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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祝壽圖
　　《尚書．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

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壽

為五福之首，長命富貴為人之所求，所以古人

十分重視祝壽，並藉此表現孝道。祝壽畫由早

期的壽幛演變而來，關於祝壽畫的主題，由《長

物志》中可略窺一二，其中卷五〈懸畫月令〉：

「稱壽則有院畫壽星、王母等圖。」清楚記載

明代祝壽的繪畫母題包含壽星與西王母。據《史

記索隱》的解釋：「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

壽星指的是南極星，在中國古代星象崇拜中十

分重要，其後神格擬人化為南極仙翁，象徵長

壽；西王母則為中國古代神祇，青鸞是常伴隨

著一起出現的瑞禽，相傳三月三日為西王母生

辰，西王母設宴請群仙赴瑤池共享蟠桃，又稱

為「蟠桃會」，乃長生不老的象徵。此故事在

民間廣泛流傳，亦有戲曲劇本。元時有鍾嗣成

的《宴瑤池王母蟠桃會》，明清有《眾天仙慶

賀長生會》、清傅山《八仙慶壽》、蔣士銓《西

江祝嘏》、吳城《群仙祝壽》等。祝壽畫因針

對性及功能性強，所以不只有壽星或西王母的

主題，亦根據祝福對象的不同而多元豐富，壽

國、壽君、壽官、壽人等，都有不同構圖，母

題來源的使用必須依據祝福對象與情境，如：

來自民間傳說且多為女性祝壽的「瑤池祝壽

圖」、諧音取吉祥的「耄耋富貴圖」、頌揚過

壽之人德行高尚的「商山四皓圖」、一般性的

則有「松柏長青圖」、「五子祝壽圖」等，畫

面安排使用各式各樣民俗吉祥圖像，通常雜取

而用並精心經營位置，多不勝數。而本畫作〈群

仙會祝圖〉正是巧妙地使用壽星與西王母為母

題，揉合各種吉祥長壽的元素與故事於一個畫

面的繪畫。

〈群仙會祝圖〉中的吉祥元素
　　根據明代《列仙全傳》記載：「西王母。

即龜臺金母也。⋯⋯，居崑崙之圃，閬鳳之苑，

玉樓玄臺九層，左帶瑤池，右環翠水。」配合

畫作來看，左側的樓閣王座、天空飛翔的青鸞、

下面海浪等，可推測其繪畫背景為瑤臺。畫面

可分為左、上、右三大部分，右下角可見李鐵

拐騎著正在奔竄的驢子；又見其從背上的葫蘆

中分身上天，謁見南極老人；眼睛順著白鶴的

方向，又見他出現在樓閣的最上方。我們的觀

賞視角隨著李鐵拐由左至右的移動，最後停在

樓閣處，讓我們在閬鳳之苑細細玩賞每個人物

與場景的意趣，細覽這張畫可分析出許多吉祥

要素，分述如下：

歷代聖賢、神仙、耆壽、妖精

　　既然名為「群仙會祝圖」，仙人一定是不

可或缺的子題，宋代陳直（1078-1085）著，元

代鄒鉉（約 1237-1320）續編之〈壽親養老新書〉

有云：

　　 子弟遇好圖畫，極宜收拾在前。士大夫

家有耕莘、築岩、釣渭、浴沂、荀陳德星、

李郭仙舟、蜀先主訪草廬、王羲之會蘭

亭、陶淵明歸去來、韓昌黎盤谷序、晉

廬山十八賢、唐瀛洲十八學士、香山九

老、洛陽耆英，古今事實皆繪為圖，可

以供老人閒玩，⋯⋯，瑤池壽鄉圖慶壽，

近年有壽域圖，備列歷代聖賢神仙耆壽

者，丹青妝點尤為竒玩。

據此了解，在祝過壽之人題除了得道成仙的人，

亦可以是長壽或是品德瀟灑高尚之人。而〈群

仙會祝圖〉根據所繪的人物形象及其象徵物，

可辨識出來的人物有：頭戴金箍身背葫蘆的李

鐵拐（圖 1-a）、手執檀板跳著舞的曹國舅（圖

1-b）、頭梳髽髻的漢鍾離（圖 1-c）、身背寶劍

在古代中國長壽為福氣的象徵，為人祝壽亦傳達出中國人對孝道的重視，故先有壽幛漸漸發展成

祝壽畫。祝壽畫是一種指向明確、通俗易懂的繪畫，圖像的意象與主題，常與過壽之人的社會地

位及階級意識有連動關係，因此所取用的民俗意象亦會不同，此〈群仙會祝圖〉託名實父製，實

為「蘇州片」的仇英仿作。畫中取諸多吉祥意涵饒富趣味，值得細細挖掘。此畫於「偽好物—

十六至十八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特展展出，惟畫面與鑲料多斷絲摺痕，不利懸掛與展覽觀賞，

因此特別進行修護，使觀眾能欣賞這件佳作。

傳仇英〈群仙會祝圖〉之淺析 
與修護
■ 郭倉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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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戴道帽的呂洞賓（圖 1-d）、手持竹籃腳邊開

花的韓湘子（圖 1-e）、手持綁著金牌笊籬的何

仙姑（圖 1-f）、坐騎白鹿的南極老人（圖 1-g）、

帶髮手持太極圖卷的寒山與帶髮手持掃帚的拾

得（圖 1-h）、正在戲蟾的劉海（圖 1-i）等。

　　畫面中雖仙女眾多，但似乎不見哪一個人

物較符合何仙姑，其實我們所熟知的八仙，在

明末吳元泰《東遊記》成書後才確定，在這之

前戲曲所流傳的八仙，劉海、徐神翁、張四郎、

懸壺子、賀蘭仙、赤松子、何仙姑、張果老、

曹國舅等是相互替換的，有時只有七仙並沒有

一定固定的八仙。其他人物或有持鳩杖、靈芝、

寶瓶、毛筆等，可能為古今聖賢人物，由於特

色不明顯在此不多加推斷。

　　其中，比較有趣的是，祝壽圖不常出現妖

精，此畫的左下部分，樹下坐著一隻吹笛的妖

〈群仙會祝圖〉局部　
  g. 坐騎白鹿的南極老人；h. 帶髮手持太極圖卷的寒山與持掃帚的拾得；i. 戲蟾的劉海；j. 吹笛的妖精；k. 貓與虎一起出現。

精（圖 1-j），此妖精頭上還有兩束小芽，推測

其典故有可能來自元代谷子敬的雜劇《呂洞賓

三度城南柳》：

　　 師父是呂真人，弟子是城南柳樹精。（正

末云）既知你本來面目，我今番度你成

道。如今跟俺群仙，同赴瑤池西王母蟠

桃會去。⋯⋯今日呂岩度的老柳、小桃，

特來娘娘前祝壽。

故知呂祖渡化柳樹精、桃精後使其一同前往與

王母祝壽，祝壽完畢後，王母留下桃精隨侍，

遣柳樹精隨呂祖而去。

珍禽祥獸

　　此畫除了仙人聖賢等，在構圖中還繪製了

許多珍禽祥獸，畫面中可以看到青鸞、仙鶴、

白鹿、驢、白猿、猴子、龍、烏龜、金蟾、貓、虎、

圖1　明　仇英　群仙會祝圖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頭戴金箍身背葫蘆的李鐵拐；b. 手執檀板跳著舞的曹國舅；c. 頭梳髽髻的漢鍾離；d. 身背寶劍頭帶道帽的呂洞賓；e. 手持竹籃腳邊開花的韓湘子；f. 手持綁著金

牌笊籬的何仙姑。

a b c

d e f

g h i

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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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等，除了青鸞、仙鶴、白鷺、金蟾、驢是常

作為某些神仙的象徵物，其他動物的長壽意義，

可見《抱樸子‧對俗》云：

　　 玉策記曰，千歲之龜，⋯⋯。千歲之

鶴，⋯⋯。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獮猴

壽八百歲變為猿，猿壽五百歲變為玃。

玃壽千歲。蟾蜍壽三千歲，⋯⋯。虎及

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

色白。

故可知這些祥壽瑞禽均相當長壽，至少千歲有

餘，本幅作品將這些元素自然地融合到畫面場

景中，取其長生意涵。比較特別的貓與虎，「貓」

由於音似「耄」，常與蝴蝶、牡丹一起繪於畫中，

取其耄耋富貴之意，但此張畫作乃是貓與虎一

同出現（圖 1-k），虎在古代則常做權勢的象徵，

見《禮記．郊特牲》記載：「迎貓，為其食田

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在古代迎貓虎是臘八的習俗，臘八節有祈求豐

收、敬祖追遠的吉祥意義。

花卉植物

　　花卉植物在繪畫中乃不可或缺之配角，不

同植物隱含著不同象徵，在〈群仙會祝圖〉中，

不免俗地可見到松樹、椿樹、蟠桃、牡丹、靈芝、

葫蘆等。在中國的繪畫表現中，以樹木、花卉、

瓜果隱喻長壽、綿延不絕是常見的構圖，如松

樹和椿樹在於《莊子‧逍遙遊》提到：「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知

椿樹為長壽之樹，在《抱樸子‧對俗》：「云

圖2　修護前　畫心多處摺痕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3　修護前　部分絹絲斷裂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4　修護前　畫心多處空鼓與浮開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5　修護前　天綾劣化狀況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千歲松樹，四邊披越，上杪不長，望而視之，

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

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萬歲。」松樹更有

萬歲之姿態，故民間常有「壽等松椿」、「松

柏長青」等說法。瓜果類則有《博物志》云：「名

山生神芝，不死之草。」靈芝為神藥，食之不

死，而蟠桃常與西王母一同出現，民間流傳食

之延壽，蟠桃、靈芝都是祝壽圖中常見之仙果。

花卉牡丹自古以來就有富貴的象徵，如《長物

志》所記：「牡丹稱花王，芍藥稱花相，俱是

花中貴裔。」繪畫常以此花象徵富貴，又見畫

中許多仙人聖賢都佩戴葫蘆，除了葫蘆常為仙

人的法器，又因葫蘆的植物特性，常延伸出子

孫綿延、千秋萬代之意，且葫蘆與「福祿」諧音，

更是吉祥畫中常見元素。

〈群仙會祝圖〉的修護

劣化狀況

　　此畫於展覽前檢視時，畫面中最嚴重的劣

化狀況為摺痕，該畫心有多處深淺不一的摺痕

與斷裂痕（圖 2），由於畫心基底材質為絹本，

有些摺痕已損及絲線（圖 3），絹本經長時間捲

收已導致部分畫面浮開（圖 4），嚴重影響賞畫

時視覺美觀性。又此立軸的天桿處曾經斷裂而

修復過（圖 5），但舊時使用的黏著劑不佳，導

致脆化，使結構較不穩定，增加展覽懸掛時斷

裂的風險。

　　檢視立軸背面可知，畫作的摺痕情況嚴重，

前人為減緩摺裂狀況，曾施以修護處理，背面

遍布許多新舊頂條，但由於選擇頂條材質過厚，

導致頂條兩側再度產生新的摺痕。由此可知選

擇修護材料的重要性，不適合的材料不僅無法

解決問題，甚至產生新的劣化情況，故藉由此

次修復來改善作品的諸多問題，緩解劣化狀況，

並使其於展示時視覺觀賞能更為舒坦。

擬定方針與修護

　　修舊如舊為一貫之目標，因此本次修復將

沿用原本鑲料，將掛軸的裱料視同畫心一併修

復，保留原來鑲料與裝裱格式，並重新整理摺

痕及破損處，調整掛軸背紙以使其厚度均等。

根據修護前檢視登錄與測試，修護方針擬定如

下：顏料層加固、解體、清洗、正面暫時性加

固、揭除背紙、調整絲線、第一次覆背、頂條、

畫心與鑲料鑲接、覆背、上板、全色、裝桿等

十幾道工序。

　　畫作於大動作修護前，需先將畫面中的顏

色做耐水性的測試，因後續有許多步驟是在潮

濕的情況下進行，所以先將易掉彩的部分，以

0.3%的相片級明膠固色，增加顏料層的穩定性。

其後拆除天地桿（圖 6），並小心地分離裱件，

將立軸拆解為天綾與上隔水、畫心、下隔水與

地綾等三部分，分別在其後墊著多層吸水紙，

以純水溫和淋洗（圖 7），透過毛細作用紙張與

絹絲劣化後的有機物析出，過程中不斷地觀察

吸水紙上的漬痕，依其層析狀況隨時替換，清

洗直至析出髒汙的顏色轉淡後晾乾。

　　接續於畫心正面施以暫時性加固，以 3%甲

基纖維素與不掉纖維之光滑如紙的薄無酸機器

紙操作，目的在於固定絹絲，防止畫心於揭除

圖6　修護中　拆除天桿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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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抱樸子‧對俗》云：

　　 玉策記曰，千歲之龜，⋯⋯。千歲之

鶴，⋯⋯。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獮猴

壽八百歲變為猿，猿壽五百歲變為玃。

玃壽千歲。蟾蜍壽三千歲，⋯⋯。虎及

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

色白。

故可知這些祥壽瑞禽均相當長壽，至少千歲有

餘，本幅作品將這些元素自然地融合到畫面場

景中，取其長生意涵。比較特別的貓與虎，「貓」

由於音似「耄」，常與蝴蝶、牡丹一起繪於畫中，

取其耄耋富貴之意，但此張畫作乃是貓與虎一

同出現（圖 1-k），虎在古代則常做權勢的象徵，

見《禮記．郊特牲》記載：「迎貓，為其食田

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在古代迎貓虎是臘八的習俗，臘八節有祈求豐

收、敬祖追遠的吉祥意義。

花卉植物

　　花卉植物在繪畫中乃不可或缺之配角，不

同植物隱含著不同象徵，在〈群仙會祝圖〉中，

不免俗地可見到松樹、椿樹、蟠桃、牡丹、靈芝、

葫蘆等。在中國的繪畫表現中，以樹木、花卉、

瓜果隱喻長壽、綿延不絕是常見的構圖，如松

樹和椿樹在於《莊子‧逍遙遊》提到：「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知

椿樹為長壽之樹，在《抱樸子‧對俗》：「云

圖2　修護前　畫心多處摺痕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3　修護前　部分絹絲斷裂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4　修護前　畫心多處空鼓與浮開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5　修護前　天綾劣化狀況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千歲松樹，四邊披越，上杪不長，望而視之，

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

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萬歲。」松樹更有

萬歲之姿態，故民間常有「壽等松椿」、「松

柏長青」等說法。瓜果類則有《博物志》云：「名

山生神芝，不死之草。」靈芝為神藥，食之不

死，而蟠桃常與西王母一同出現，民間流傳食

之延壽，蟠桃、靈芝都是祝壽圖中常見之仙果。

花卉牡丹自古以來就有富貴的象徵，如《長物

志》所記：「牡丹稱花王，芍藥稱花相，俱是

花中貴裔。」繪畫常以此花象徵富貴，又見畫

中許多仙人聖賢都佩戴葫蘆，除了葫蘆常為仙

人的法器，又因葫蘆的植物特性，常延伸出子

孫綿延、千秋萬代之意，且葫蘆與「福祿」諧音，

更是吉祥畫中常見元素。

〈群仙會祝圖〉的修護

劣化狀況

　　此畫於展覽前檢視時，畫面中最嚴重的劣

化狀況為摺痕，該畫心有多處深淺不一的摺痕

與斷裂痕（圖 2），由於畫心基底材質為絹本，

有些摺痕已損及絲線（圖 3），絹本經長時間捲

收已導致部分畫面浮開（圖 4），嚴重影響賞畫

時視覺美觀性。又此立軸的天桿處曾經斷裂而

修復過（圖 5），但舊時使用的黏著劑不佳，導

致脆化，使結構較不穩定，增加展覽懸掛時斷

裂的風險。

　　檢視立軸背面可知，畫作的摺痕情況嚴重，

前人為減緩摺裂狀況，曾施以修護處理，背面

遍布許多新舊頂條，但由於選擇頂條材質過厚，

導致頂條兩側再度產生新的摺痕。由此可知選

擇修護材料的重要性，不適合的材料不僅無法

解決問題，甚至產生新的劣化情況，故藉由此

次修復來改善作品的諸多問題，緩解劣化狀況，

並使其於展示時視覺觀賞能更為舒坦。

擬定方針與修護

　　修舊如舊為一貫之目標，因此本次修復將

沿用原本鑲料，將掛軸的裱料視同畫心一併修

復，保留原來鑲料與裝裱格式，並重新整理摺

痕及破損處，調整掛軸背紙以使其厚度均等。

根據修護前檢視登錄與測試，修護方針擬定如

下：顏料層加固、解體、清洗、正面暫時性加

固、揭除背紙、調整絲線、第一次覆背、頂條、

畫心與鑲料鑲接、覆背、上板、全色、裝桿等

十幾道工序。

　　畫作於大動作修護前，需先將畫面中的顏

色做耐水性的測試，因後續有許多步驟是在潮

濕的情況下進行，所以先將易掉彩的部分，以

0.3%的相片級明膠固色，增加顏料層的穩定性。

其後拆除天地桿（圖 6），並小心地分離裱件，

將立軸拆解為天綾與上隔水、畫心、下隔水與

地綾等三部分，分別在其後墊著多層吸水紙，

以純水溫和淋洗（圖 7），透過毛細作用紙張與

絹絲劣化後的有機物析出，過程中不斷地觀察

吸水紙上的漬痕，依其層析狀況隨時替換，清

洗直至析出髒汙的顏色轉淡後晾乾。

　　接續於畫心正面施以暫時性加固，以 3%甲

基纖維素與不掉纖維之光滑如紙的薄無酸機器

紙操作，目的在於固定絹絲，防止畫心於揭除

圖6　修護中　拆除天桿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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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將處理好的天地綾與畫心鑲接，進

行裱褙流程（圖 13），由於此畫經評估後，將

以太卷形式收藏，故增加包首的長度。最後一

層的覆背紙選用日本楮皮紙與棉料單宣，日本

紙用以加強裱件的物理結構，而宣紙自古以來

由於其潔白柔軟的特性，常用於裝裱覆背。覆

背上板完成後（圖 14），待其收縮穩定則下板

剃邊、安裝天地桿，並以太卷收藏。（圖 15）

結論
　　此畫以瑤臺祝壽為引，揉和各種吉祥元素

背紙時絹絲斷裂或位移。其中，甲基纖維濃度

乃筆者反覆以小面積測試之後所得到之最佳濃

度，意指不影響畫面顏色又能達到固定絹絲之

效果，此次正面加固是將畫面分為十二等分逐

一加固（圖 8），避免後續移除加固紙時，紙張

過大、力度不均造成畫面牽引。

　　待正面加固乾燥之後，開始進行背紙揭除

工作，揭背時於無圖案之角落或是浮開處試揭，

先確定背紙的層數（圖 9）與記錄厚度，並從中

瞭解畫心與背紙浮開的程度，以評估揭背的層

數。揭除舊背紙後，重新賦予新命紙，本次選

用美濃紙與美栖紙，其中美濃紙預先染色使其

色接近於畫心（圖 10），並且使用適當濃度的

漿糊小托。（圖 11）其後於明顯的裂縫及摺痕

處加以 2.5刃之美濃紙頂條，此後反覆捲收與展

開以找出隱藏的摺痕並加強，改善原先的斷摺

痕問題。

　　關於鑲料的修護方面，修護步驟與畫心相

同，但為了防止裝裱過程中裁切時損及原材料，

故必須加寬料子邊緣。（圖 12）原鑲料卸下並

清洗揭背後，使用染色的劣化綾鑲補四邊，並

配合畫心的厚度，小托兩層美濃紙後待用。

圖10　施染命紙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11　托裱背紙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12　原鑲料增加寬度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13　鑲接鑲料與畫心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8　正面暫時性加固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14　掛軸覆背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15　加裝太卷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7　修護中　清水清洗畫面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9　分析背紙層數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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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將處理好的天地綾與畫心鑲接，進

行裱褙流程（圖 13），由於此畫經評估後，將

以太卷形式收藏，故增加包首的長度。最後一

層的覆背紙選用日本楮皮紙與棉料單宣，日本

紙用以加強裱件的物理結構，而宣紙自古以來

由於其潔白柔軟的特性，常用於裝裱覆背。覆

背上板完成後（圖 14），待其收縮穩定則下板

剃邊、安裝天地桿，並以太卷收藏。（圖 15）

結論
　　此畫以瑤臺祝壽為引，揉和各種吉祥元素

背紙時絹絲斷裂或位移。其中，甲基纖維濃度

乃筆者反覆以小面積測試之後所得到之最佳濃

度，意指不影響畫面顏色又能達到固定絹絲之

效果，此次正面加固是將畫面分為十二等分逐

一加固（圖 8），避免後續移除加固紙時，紙張

過大、力度不均造成畫面牽引。

　　待正面加固乾燥之後，開始進行背紙揭除

工作，揭背時於無圖案之角落或是浮開處試揭，

先確定背紙的層數（圖 9）與記錄厚度，並從中

瞭解畫心與背紙浮開的程度，以評估揭背的層

數。揭除舊背紙後，重新賦予新命紙，本次選

用美濃紙與美栖紙，其中美濃紙預先染色使其

色接近於畫心（圖 10），並且使用適當濃度的

漿糊小托。（圖 11）其後於明顯的裂縫及摺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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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個畫面，其吉祥元素不拘泥於單一故事，

亦將常用的祝過壽之人題運用於其上，如四仙

拱壽、八仙拱壽等。以上所述的「壽」，在圖

像中畫的都是南極仙翁。有趣的是若依據明吳

元泰所著之《東遊記》第四十六回〈八仙求文

老子〉所述，李鐵拐等仙為西王母祝壽時，所

求之仙人應為太上老君，但此畫由其仙人所乘

之白鹿來看極可能為南極仙翁。又此畫雖以「瑤

池」為背景，卻不見西王母，只見其象徵物青

鸞翱翔於天，而在畫面中位置最高的是騎乘白

鹿，身伴白鶴的南極仙翁。在古代對於祝壽對

象的身分地位、年紀、性別是相當重視的，由

畫面中只見南極仙翁不見西王母，可以推測此

畫可能用以男子祝壽。《史記正義》有云：「老

人一星在狐南，一曰南極，為人主之壽命延長

之應。⋯⋯見，國長命，故謂之壽昌，天下安寧，

不見，人主憂也。」又在《宋書．符瑞志》有云：

「鹿為純善祿獸，王者孝則白鹿見，王者明，

惠及下，亦見。」又見畫中有一三爪龍，在封

建制度的中國古代，龍的意象是不能任意使用

的，雖常有僭越，但仍可猜測過壽之人可能具

有一定的身分地位。此畫內容筆意精緻、人物

生動、動植物意義茹古涵今，作者巧妙地藉由

李鐵拐的神遊帶我們巡禮蟠桃會的故事，實則

群仙拱壽，象徵過壽之人的南極仙翁則俯瞰群

仙。其用筆精細流暢、構圖緊密、主題熱鬧，

在觀賞此幅繪畫時，無論身為過壽者或祝壽者，

均能有不同記趣體驗，賓主盡歡相得益彰，故

畫作有一定的藝術賞析與民俗參考價值。

　　在畫作修護上，此畫難度在於其是絹本又

尺寸較大，故步驟繁複、耗時較長與技術要求

高，諸如立軸厚薄的調整、摺痕的整理、張力

圖16　明　仇英　群仙會祝圖　軸　修護後畫心全幅紀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控制、尺寸的調整等均需要熟練的經驗去判

斷與決定。修護後的立軸以桐木太卷收藏，藉

由加大捲收半徑，避免展開時再產生新的摺痕

或其他物理性的傷害。幸得此次展覽選件，對

其執行修護，在修舊如舊的準則下又能平整似

新，使畫面中的細節能夠完整清晰的呈現於觀

者面前，立軸亦能經過修護後再壽百年。（圖

16、17）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圖17　明　仇英　群仙會祝圖　修護前畫心局部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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