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
畫
裝
池
之
美

劉
芳
如

圖一    北宋    范寬〈溪山行旅〉的裝池示意圖（電腦繪圖／陳泳任）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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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覽
緣
起

曾
經
聽
過
不
少
來
故
宮
參

觀
的
群
眾
，
對
著
陳
列
櫃
裡
的
書

畫
，
發
出
如
許
讚
嘆
：
﹁
想
不
到

數
百
年
前
的
古
老
藝
術
品
，
看
起

來
還
是
這
麼
新
穎
！
﹂
殊
不
知
，

這
些
歷
久
猶
新
的
傑
作
，
都
是
保

存
、
修
復
人
員
在
幕
後
辛
苦
付

出
，
才
換
來
的
成
果
。

為
了
讓
更
多
觀
眾
了
解
中
國

書
畫
賴
以
保
存
和
舒
展
、
捲
收
的

裝
潢
形
式
，
本
院
自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起
即
著
手
籌
備
以
書
畫
裝
池

為
主
題
的
特
展
。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十
月
，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於
武
英

殿
率
先
推
出
﹁
中
國
古
代
書
畫
裝

潢
藝
術
展
﹂
，
筆
者
忝
為
台
北
故

宮
裝
池
展
的
策
展
人
，
為
了
汲
取

可
借
鑑
的
元
素
，
特
地
偕
同
故
宮

裱
畫
室
的
兩
位
同
仁
前
往
觀
摩
，

也
和
北
京
故
宮
科
技
部
裱
畫
室
的

修
復
人
員
，
進
行
廣
泛
的
意
見
交

流
，
經
由
這
次
參
訪
，
證
實
了
兩

館
人
員
對
於
書
畫
保
存
與
裝
潢
研

究
的
課
題
，
均
抱
有
同
等
程
度
的

喜
愛
與
關
注
，
也
更
加
堅
定
了
筆

者
與
裱
畫
室
同
仁
聯
手
策
劃
裝
池

展
的
信
念
。

圖二    宋    賈師古〈大士像〉三色裱     
詩塘為藏經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元    倪瓚〈雨後空林〉三色裱     
詩塘作圓式與方幅二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明    唐寅〈品茶圖〉三色裱     
玉池四周挖鑲詩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元    陳琳、趙孟頫合作〈溪鳧圖〉

三色裱    詩塘以二紙合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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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北宋    黃居寀〈山鷓棘雀〉宣和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題
，
更
增
添
了
﹁
書
畫
外
包
裝
﹂

與
﹁
古
畫
重
裝
﹂
兩
項
全
新
的
內

容
；
其
目
的
，
除
了
希
望
能
更
廣

義
地
囊
括
書
畫
裝
池
藝
術
的
多
元

面
向
，
也
針
對
過
去
從
未
公
開
的

古
畫
修
復
過
程
，
透
過
作
品
與
圖

文
說
明
交
叉
比
對
的
展
覽
形
式
，

讓
觀
眾
更
具
體
的
了
解
傳
統
裝
池

工
藝
對
於
書
畫
保
存
的
重
大
意

義
。

書
畫
裝
池 

中
國
傳
統
書
畫
所
使
用
的

基
本
材
料─

絹
和
紙
，
都
屬
於
柔

軟
、
易
皺
、
易
裂
的
性
質
。
為
了

便
於
收
捲
、
張
掛
，
和
供
人
欣

賞
，
裝
池
乃
應
運
而
生
。

明
代
方
以
智
︵
一
六
一
一–

一
六
七
一
︶
︽
通
雅
︾
曾
記
載
：

﹁
潢
猶
池
也
，
外
加
緣
則
內
為

池
，
裝
成
卷
冊
謂
之
裝
潢
，
亦
稱

裝
池
。
﹂
一
件
書
畫
完
成
之
後
，

如
果
未
經
裝
池
，
便
無
法
堅
挺
，

非
但
難
以
展
玩
欣
賞
，
保
存
亦
大

不
易
。
因
此
，
中
國
書
畫
一
定
要

裝
池
，
才
能
變
身
為
完
整
的
藝
術

品
。

歷
來
，
相
關
於
﹁
裝
潢
﹂

圖八    民國    齊白石〈篆書五言聯〉對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蔡辰男先生捐贈

如
今
終
於
能
在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

藉
二
一○

、
二
一
四
、
二
一
六
等

三
間
陳
列
室
，
舉
辦
﹁
書
畫
裝
池

之
美
﹂
特
展
，
共
計
選
展
四
十
五

組
件
作
品
。
相
較
於
規
劃
初
始
，

只
預
備
作
書
畫
基
本
裝
潢
形
式
的

介
紹
，
本
次
展
出
，
除
了
劃
分

﹁
立
軸
﹂
、
﹁
手
卷
﹂
、
﹁
冊

頁
﹂
、
﹁
成
扇
﹂
四
個
展
示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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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
裱
褙
技
術
真
正
臻

於
成
熟
，
還
是
要
到
更
晚
的
北
宋

︵
九
六○

—

一
一
二
五
︶
。
當

時
於
文
思
院
中
設
有
﹁
裝
背
﹂
的

職
稱
，
屬
於
待
詔
的
一
種
，
地
位

崇
高
，
可
見
其
受
重
視
的
程
度
。

徽
宗
︵
一
一○

○
—

一
一
二
五
在

位
︶
時
期
，
復
改
稱
﹁
裝
裱
提
舉

官
﹂
，
專
司
宮
中
各
項
裱
褙
的
需

求
。
由
宣
和
內
府
︵
一
一
一
九—

一
一
二
五
︶
所
確
立
的
﹁
宣
和

裝
﹂
樣
式
，
不
僅
將
書
畫
裝
池
的

技
藝
推
昇
至
完
善
的
境
地
，
甚

至
到
明
、
清
時
期
，
仍
持
續
被
沿

用
，
堪
稱
影
響
深
遠
。

歷
代
涉
及
裱
褙
裝
池
的

著
作
，
尚
有
宋
代
︵
九
六○

—

圖七    南宋    馬遠〈乘龍圖〉宋式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或
﹁
裝
池
﹂
，
另
有
﹁
裝
背
﹂
、

﹁
裝
治
﹂
、
﹁
裝
裱
﹂
、
﹁
裱

褙
﹂
、
﹁
裝
褫
﹂
、
﹁
潢
治
﹂
等

多
種
不
同
的
說
法
，
但
意
義
其
實

大
同
小
異
，
都
是
泛
指
在
書
畫
四

周
及
背
面
，
黏
貼
裱
邊
和
背
紙
，

使
其
強
化
，
並
且
增
加
視
覺
美
感

的
一
項
專
門
技
藝
。

追
溯
書
畫
裝
池
的
技
藝
，

起
源
極
早
，
早
在
戰
國
時
期
︵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
即
有
端
倪
可
循
。

證
諸
存
世
實
物
，
長
沙
楚
墓
出

土
的
﹁
銘
旌
﹂
，
堪
稱
已
經
麤

具
後
世
掛
軸
的
雛
形
。
︹
註
一
︺

張
彥
遠
︵
八
一
五—
八
七
六
︶

︽
歷
代
名
畫
記
︾
︵
八
四
七
︶
卷

三
︿
論
裝
背
褾
軸
﹀
也
談
到
：

﹁
自
晉
︵
二
六
五—

四
二○

︶
以

前
，
裝
背
不
佳
。
宋
時
︵
四
二

○
—

四
七
九
︶
范
曄
︵
三
九
八—

四
四
五
︶
始
能
裝
背
。
﹂
可
見
在

唐
代
︵
六
一
八—

九○

七
︶
之

前
，
裝
池
技
術
雖
然
歷
經
了
長
時

間
的
發
展
演
變
，
惟
並
未
臻
於
成

熟
。

唐
初
，
名
書
法
家
褚
遂

良
︵
五
九
六—

六
五
九
︶
，
本

身
就
是
位
裝
池
好
手
，
唐
太
宗

︵
六
二
六—

六
四
九
在
位
︶
曾
經

命
他
監
領
內
府
收
藏
書
畫
的
裝
潢

業
務
。
郭
若
虛
︽
圖
畫
見
聞
志
︾

︵
一○

八
五
︶
卷
五
即
記
載
，
褚

遂
良
裝
裱
過
顧
愷
之
所
繪
的
︿
清

夜
遊
西
園
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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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七
九
︶
米
芾
︵
一○

五
一—

一
一○

七
︶
的
︽
畫
史
︾
、

︽
書
史
︾
、
周
密
︵
一
二
三
二—

一
二
九
八
︶
的
︽
齊
東
野
語
︾
、

元
代
︵
一
二
七
九—

一
三
六
八
︶

陶
宗
儀
︵
一
三
一
六—

一
四○

三
︶
的
︽
南
村
輟
耕
錄
︾
、
明

代
︵
一
三
六
八—

一
六
四
四
︶

張

應

文

︵

一

五

三

五

—

一
五
九
五
︶
的
︽
清
閟
藏
︾
、

屠
隆
︵
一
五
四
二—

一
六○

五
︶
的
︽
畫
箋
︾
、
文
震
亨

︵
一
五
八
五—

一
六
四
五
︶
的

︽
長
物
志
︾
等
，
雖
屬
零
星
的
章

節
片
段
，
但
皆
有
獨
到
創
見
，
對

追
索
各
時
期
裝
裱
藝
術
的
發
展
，

深
具
參
考
價
值
。

明

末

清

初

，

周

嘉

冑

︵
一
五
八
二—

約
一
六
六
一
︶
更

撰
有
︽
裝
潢
志
︾
，
針
對
書
畫
裱

褙
，
做
了
極
周
全
的
闡
釋
，
舉

凡
如
何
清
理
古
畫
、
揭
舊
裱
、

修
補
、
襯
邊
、
安
軸
，
均
有
詳

細
的
記
載
。
清
中
葉
，
周
二
學

︵
一
六
七
六—

一
七
四
四
︶
的

︽
賞
延
素
心
錄
︾
，
亦
對
裱
褙

的
操
作
技
術
，
多
所
著
墨
，
堪

與
︽
裝
潢
志
︾
並
列
為
清
代

圖九    清    高鳳翰〈四季花卉〉屏條    蘭千山館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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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六
四
四—

一
九
一
一
︶
論
述

書
畫
裝
池
的
雙
璧
。

歷
代
書
畫
流
傳
至
今
，
裱

裝
樣
式
之
繁
複
，
自
不
待
言
。
各

個
時
代
所
使
用
的
紙
絹
材
料
，
均

有
其
特
色
，
伴
隨
書
畫
的
破
損
與

重
新
改
裝
，
往
往
會
改
變
原
本
的

形
式
，
以
至
難
以
查
考
先
前
的
面

貌
。
目
前
，
本
院
收
藏
的
書
畫
，

宋
以
前
的
原
裝
原
裱
已
付
闕
如
，

而
以
明
、
清
兩
代
裝
池
的
作
品
佔

居
最
大
宗
，
尤
其
是
乾
隆
年
間

︵
一
七
三
六—
一
七
九
五
︶
，
內

府
造
辦
處
曾
匯
集
江
南
地
區
優
秀

的
裱
工
，
大
規
模
改
裝
內
府
舊

藏
，
以
至
很
多
前
代
的
作
品
，
已

經
轉
化
為
清
宮
內
府
的
裝
裱
樣
式

了
。
﹁
書
畫
裝
池
之
美
﹂
特
展
所

陳
列
的
作
品
，
時
序
雖
上
溯
至

晉
、
唐
、
宋
、
元
名
蹟
，
但
裝
池

形
式
仍
必
須
以
明
、
清
為
主
要
重

心
，
也
是
受
限
於
短
少
實
例
的
必

然
結
果
。

綜
觀
傳
統
書
畫
裝
潢
的
形

式
，
大
致
可
區
分
為
立
軸
、
手

卷
、
冊
頁
、
成
扇
等
四
大
類
，
本

次
特
展
，
也
是
按
照
這
四
種
類

型
，
遴
選
故
宮
典
藏
中
足
為
代
表

的
作
品
，
通
盤
性
地
介
紹
各
種
裝

池
的
基
本
特
徵
。
下
文
即
依
此
順

序
，
分
節
加
以
說
明
。

立
軸
的
裝
池 

立
軸
是
書
畫
裝
池
最
常
見
的

款
式
。
顧
名
思
義
，
立
軸
在
觀
賞

時
，
必
須
懸
掛
至
壁
上
，
或
者
用

畫
竿
撐
起
。
平
時
保
存
，
則
由
下

往
上
捲
收
起
來
，
於
包
首
處
繫
緊

繩
帶
，
使
不
鬆
脫
。

至
於
立
軸
裝
池
的
方
式
，
可

分
為
單
色
裱
、
二
色
裱
，
甚
至
三

色
裱
等
數
種
。
各
部
位
鑲
料
的
尺

寸
與
畫
心
之
間
，
均
有
一
定
的
比

例
，
並
且
應
根
據
畫
面
的
色
調
，

來
選
配
顏
色
配
搭
適
宜
的
鑲
料
，

才
能
發
揮
烘
托
的
效
果
，
使
畫
心

主
題
更
為
突
出
。
誠
如
周
嘉
胄

︽
裝
潢
志
︾
所
說
的
：
﹁
書
畫
付

裱
，
必
先
審
視
氣
色
。
﹂

民
國
九
十
六
年
初
，
故
宮
推

出
﹁
大
觀—

北
宋
書
畫
特
展
﹂
之

際
，
劃
時
代
的
三
大
名
跡—

范
寬

︵
十
一
世
紀
︶
︿
溪
山
行
旅
﹀
、

郭
熙
︵
活
動
於
一○
六
八—

一○

九
三
︶
︿
早
春
圖
﹀
、
李
唐
︵
約

一○

四
九—

一
一
三○
後
︶
︿
萬

壑
松
風
﹀
曾
同
時
於
二○

二
室
的

巨
型
展
櫃
中
並
列
懸
掛
，
蔚
成
藝

術
展
覽
的
空
前
盛
事
。
這
三
件
名

跡
在
展
前
進
行
維
修
時
，
裱
畫
室

同
仁
特
別
詳
細
丈
量
各
部
位
的
尺

寸
，
並
作
成
紀
錄
。
本
次
裝
池

展
，
雖
然
受
限
於
選
件
的
相
關
規

定
︹
註
二
︺

，
無
法
展
出
原
件
，
但

特
別
以
電
腦
繪
製
的
示
意
圖
，
於

二
一
四
室
搭
配
展
出
︵
圖
一
︶
，

讓
觀
眾
透
過
另
一
種
嶄
新
的
型

態
，
精
準
掌
握
三
件
名
跡
各
部
位

裝
池
用
料
的
比
例
。

至
於
本
次
選
展
的
立
軸
中
，

賈
師
古
︵
活
動
於
一
一
三
一—

一
一
六
二
︶
︿
大
士
像
﹀
︵
圖

二
︶
、
倪
瓚
︵
一
三○

一—

一
三
七
四
︶
︿
雨
後
空
林
﹀
︵
圖

三
︶
、
唐
寅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二
三
︶
︿
品
茶
圖
﹀
︵
圖

四
︶
都
屬
於
比
較
繁
複
的
三
色

裱
。
裱
件
由
上
而
下
，
分
別
由

﹁
天
杆
﹂
、
﹁
天
綾
﹂
、
﹁
上
隔

水
﹂
、
﹁
玉
池
﹂
、
﹁
畫
心
﹂
、

﹁
下
隔
水
﹂
、
﹁
地
綾
﹂
、
﹁
地

杆
﹂
、
﹁
軸
頭
﹂
等
幾
個
部
位
所

組
成
。
︹
註
三
︺

尺
寸
較
短
的
畫
心
，

適
合
作
成
三
色
裱
，
一
則
可
以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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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
尚
保
有
宣
和
裝
舊
制
的
立

軸
，
僅
見
黃
居
寀
︵
九
三
三—

九
九
三
後
︶
︿
山
鷓
棘
雀
﹀
︵
圖

六
︶
和
宋
人
︿
如
來
說
法
圖
﹀
等

少
數
幾
件
，
不
過
因
為
宣
和
裝
的

視
覺
效
果
相
當
古
樸
典
雅
，
至
南

宋
︵
一
一
二
七—

一
二
七
九
︶
，

甚
至
後
代
，
仍
持
續
被
沿
用
，

並
泛
稱
為
﹁
宋
式
裱
﹂
。
例
如

本
次
展
出
的
馬
遠
︵
約
一
一
八

○
—

一
二
二
四
︶
︿
乘
龍
圖
﹀

︵
圖
七
︶
、
︿
竹
鶴
圖
﹀
，
和
宋

人
︿
捕
魚
圖
﹀
，
雖
已
非
宋
代
原

裝
，
但
均
可
歸
入
此
型
。

除
了
獨
幅
懸
掛
的
立
軸
，
展

品
中
另
有
﹁
對
聯
﹂
、
﹁
屏
條
﹂

與
﹁
通
景
屏
﹂
，
是
屬
於
以
複
數

形
式
懸
掛
的
組
件
。
這
類
作
品
因

主
題
本
身
已
較
複
雜
，
適
合
用
單

色
裱
來
裝
池
。
本
次
遴
選
民
初
齊

白
石
︵
一
八
六
三—

一
九
五
七
︶

的
︿
篆
書
五
言
聯
﹀
︵
圖
八
︶
作

為
﹁
對
聯
﹂
式
立
軸
的
實
例
。
對

聯
為
了
因
應
成
對
懸
掛
的
需
求
，

所
以
毋
需
附
加
軸
頭
，
天
、
地

和
兩
邊
的
用
料
也
比
一
般
立
軸
為

小
。

清
中
葉
揚
州
畫
家
高
鳳
翰

揮
延
伸
畫
幅
的
作
用
，
視
覺
上
也

更
富
有
色
彩
的
變
化
。

有
時
在
畫
心
的
上
方
或
下

方
，
還
會
添
附
﹁
詩
塘
﹂
，
提
供

給
題
跋
人
書
寫
的
空
間
。
例
如

︿
大
士
像
﹀
上
方
的
空
白
詩
塘
，

是
採
用
藏
經
紙
來
裝
褙
；
︿
雨
後

空
林
﹀
的
詩
塘
，
甚
至
作
成
圓
式

與
方
式
兩
款
，
就
連
畫
心
和
隔
水

也
佈
滿
了
題
識
；
另
外
，
︿
品

茶
圖
﹀
的
詩
塘
則
是
挖
鑲
在
畫

心
四
周
的
玉
池
上
；
陳
琳
︵
約

一
二
六○

—

一
三
二○

︶
與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一
三
二
二
︶
合

作
的
︿
溪
鳧
圖
﹀
，
詩
塘
是
以
二

紙
合
裱
為
一
︵
圖
五
︶
。
上
舉
畫

作
，
均
屬
於
詩
塘
形
式
較
為
特
殊

的
實
例
。

宋

徽

宗

宣

和

時

期

︵
一
一
一
九—

一
一
二
五
︶
，
曾

敕
命
裝
修
內
府
珍
藏
的
名
跡
，

並
鈐
蓋
印
信
，
後
世
名
為
﹁
宣

和
裝
﹂
，
其
特
色
是
立
軸
作
二
色

裱
，
不
鑲
寬
邊
，
只
在
畫
心
四

邊
鑲
深
色
約
一
公
分
寬
的
﹁
小

邊
﹂
，
以
及
在
﹁
天
綾
﹂
處
貼
上

﹁
驚
燕
﹂
︹
註
四
︺

等
。
院
藏
北
宋

原
裝
的
存
世
作
品
已
如
鳳
毛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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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清    石濤〈寫竹通景十二屏〉通景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張群先生捐贈

由
於
手
卷
的
裝
裱
工
序
十
分

繁
複
且
又
費
時
，
目
前
書
畫
家
以

手
卷
形
式
創
作
者
也
相
對
較
少
，

因
此
坊
間
精
擅
此
技
藝
者
，
日
益

稀
少
。
故
宮
所
收
藏
的
歷
代
手

卷
，
則
不
乏
用
料
講
究
、
形
式
典

雅
的
傑
作
，
甚
至
連
背
面
援
以
保

護
手
卷
的
﹁
包
首
錦
﹂
，
也
有
極

精
彩
的
緙
絲
︹
註
六
︺

或
織
錦
紋
樣
，

即
便
單
獨
賞
覽
，
同
樣
具
備
高
度

的
藝
術
價
值
。 

本
次
選
展
的
手
卷
，
共
計

四
幅
。
與
尋
常
展
畫
迥
然
不
同

處
，
便
是
令
部
份
手
卷
前
端
的
天

頭
反
轉
固
定
，
讓
觀
眾
得
以
一
窺

天
頭
背
後
﹁
包
首
錦
﹂
的
真
相
。

例
如
東
晉
王
羲
之
︵
約
三○

三—

三
六
一
︶
︿
七
月
都
下
二
帖
﹀
的

包
首
錦
，
採
緙
絲
織
法
，
具
象
地

刻
劃
鹿
、
花
卉
等
題
材
，
表
現
手

法
真
實
，
色
彩
配
搭
細
膩
典
雅
，

於
院
藏
手
卷
包
首
中
，
實
屬
少
見

的
佳
作
。

手
卷
前
端
的
天
杆
正
中
，

釘
有
八
寶
扎
帶
，
末
端
則
縫
上
玉

別
子
，
做
為
捲
收
時
固
定
畫
卷
之

用
。
︿
七
月
都
下
二
帖
﹀
的
玉
別

子
，
表
面
雕
鏤
紋
飾
，
內
面
則
鐫

︵
一
六
八
三—

一
七
四
八
︶
的

︿
四
季
花
卉
﹀
︵
圖
九
︶
，
以
四

件
格
局
細
長
的
立
軸
條
幅
，
分
別

描
繪
春
、
夏
、
秋
、
冬
四
時
花

卉
，
合
為
一
組
﹁
屏
條
﹂
。
因
各

幅
內
容
自
成
一
完
整
的
畫
面
，
所

以
下
方
附
加
了
象
牙
軸
頭
，
懸
掛

時
保
持
一
定
的
間
距
，
可
讓
視
覺

效
果
益
顯
開
闊
。

清
初
石
濤
的
︵
一
六
四
二—

一
七○

八
︶
︿
寫
竹
通
景
十
二

屏
﹀
︵
圖
十
︶
，
是
由
多
條
畫
心

合
組
為
一
件
景
物
連
貫
的
大
畫
，

因
容
納
了
眾
多
的
內
容
，
極
能
展

現
出
宏
偉
的
氣
勢
。
裱
件
作
成
單

色
裱
、
平
軸
︹
註
五
︺

，
吊
掛
時
幅

幅
緊
密
相
連
，
故
名
為
﹁
通
景

屏
﹂
，
又
稱
﹁
連
屏
﹂
。 

手
卷
的
裝
池

手
卷
本
是
放
置
在
檯
面
上
，

供
人
從
右
至
左
，
邊
捲
邊
觀
賞
的

裝
裱
形
式
。
它
的
長
度
由
數
公
尺

至
數
十
公
尺
不
等
，
可
以
單
用
一

幅
書
或
畫
裱
為
一
卷
，
也
可
以
由

若
干
幅
字
畫
連
綴
起
來
，
合
為
一

卷
。
除
了
﹁
天
頭
﹂
之
外
，
手
卷

的
前
後
通
常
還
會
添
加
﹁
引
首
﹂

與
﹁
拖
尾
﹂
，
供
作
書
寫
畫
題
和

題
跋
之
用
，
與
﹁
畫
心
﹂
之
間
，

則
以
不
同
色
澤
的
﹁
隔
水
﹂
為
分

界
。
︵
圖
十
一
︶
由
於
附
加
引

首
、
拖
尾
的
緣
故
，
長
度
也
隨
之

增
加
，
如
此
可
以
增
粗
手
卷
本
身

的
直
徑
，
避
免
捲
收
之
際
不
慎
擠

壓
出
摺
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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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心
ㄧ

玉
池
（
邊
）

隔
水

畫
心
二

玉
別
子

眉
杆
簽
條

包
首
錦

八
寶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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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水

題
跋

題
跋

題
跋

拖
尾

圖十三    唐    懷素〈小草千文〉局部    包邊手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東晉    王羲之 〈七月都下二帖〉翻邊手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唐    玄宗〈鶺鴒頌〉局部    宣和裝    撞邊手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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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清人〈萬年不老〉緙絲封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刻
品
名
，
上
端
並
有
乾
隆
御
題
字

樣
，
可
推
知
本
件
曾
在
高
宗
時
期

重
新
裝
池
過
。

手
卷
於
收
捲
保
存
時
，
應

先
從
尾
端
捲
起
，
但
毋
需
捲
得
太

緊
，
待
全
卷
捲
好
以
後
，
可
將
卷

軸
豎
直
在
光
滑
的
桌
案
上
，
以
左

手
指
按
住
卷
尾
木
軸
，
再
用
右
手

輕
拉
卷
首
部
分
，
將
全
卷
收
緊
，

旋
即
以
八
寶
帶
纏
繞
，
尾
端
則
用

玉
別
子
繫
牢
。

由
北
宋
徽
宗
︵
一○

八
二—

圖十六    明刻本〈淳化祖帖〉經摺裝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封面

畫心

圖十五    宋人〈宋徽宗像〉摺裝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對幅 折線 畫心
邊

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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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卷
的
裝
裱
形
式
，
又
可

因
邊
的
做
法
不
同
，
區
分
為
﹁
撞

邊
﹂
、
﹁
包
邊
﹂
、
﹁
翻
邊
﹂
三

類
︹
註
七
︺

。
前
舉
之
︿
鶺
鴒
頌
﹀
，

畫
心
上
下
緣
僅
以
細
邊
撞
貼
，
是

屬
於
﹁
撞
邊
﹂
手
卷
；
而
傳
唐
懷

素
︵
約
七
三
七—

？
︶
的
︿
小
草

千
文
﹀
︵
圖
十
三
︶
和
懷
仁
︵
七

世
紀
︶
的
︿
集
聖
教
序
﹀
，
畫
心

上
下
均
鑲
有
綾
絹
，
外
緣
再
貼
細

邊
，
宜
歸
類
為
﹁
包
邊
﹂
手
卷
；

至
於
﹁
翻
邊
﹂
手
卷
的
畫
心
上

下
亦
鑲
以
綾
絹
，
惟
並
無
細
邊
，

而
是
直
接
將
綾
絹
的
邊
緣
反
折
至

畫
背
粘
牢
。
早
期
的
手
卷
，
以
撞

邊
為
主
，
明
、
清
以
後
，
始
出
現

包
邊
與
翻
邊
手
卷
。
本
次
展
出
的

晉
、
唐
名
跡
，
作
品
時
代
雖
早
，

但
均
歷
經
多
次
改
裝
，
是
以
現
今

的
裝
池
形
式
，
業
已
融
入
了
明
、

清
時
期
的
特
色
。

冊
頁
的
裝
池

冊
頁
遠
源
於
唐
朝
佛
教
經
卷

中
的
﹁
旋
風
葉
子
﹂
，
後
來
因
閱

覽
不
便
，
才
被
拆
開
成
單
幅
的
頁

子
，
又
因
翻
久
次
序
容
易
紊
亂
，

遂
裝
訂
成
冊
，
而
有
﹁
梵
夾
裝
﹂

圖十七    明    元章〈墨竹〉推篷裝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鑲料（圈框）

畫心

折線

圖十八    清    惲壽平〈叢艷圖〉蝴蝶裝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心

折線

一
一
三
五
︶
所
訂
定
的
﹁
宣
和

裝
﹂
中
，
手
卷
均
按
照
一
定
規

制
，
鈐
蓋
內
府
收
藏
印
信
，
包

括
：
﹁
御
書
﹂
︵
葫
蘆
印
︶
、

﹁
雙
龍
﹂
︵
方
印
︶
、
﹁
雙
龍
﹂

︵
圓
印
︶
、
﹁
宣
、
龢
﹂
︵
連
珠

印
︶
、
﹁
政
和
﹂
、
﹁
宣
和
﹂
、

﹁
政
、
龢
﹂
︵
連
珠
印
︶
，
合
稱

﹁
宣
和
七
璽
﹂
，
拖
尾
並
鈐
﹁
內

府
圖
書
之
印
﹂
。
前
隔
水
與
畫
心

銜
接
處
，
另
有
趙
佶
以
﹁
瘦
金

書
﹂
親
寫
的
籤
題
。
院
藏
唐
玄
宗

︵
六
八
五—

七
六
二
︶
︿
鶺
鴒

頌
﹀
卷
︵
圖
十
二
︶
，
大
抵
仍
保

有
北
宋
宣
和
裝
的
特
點
，
惟
未
見

徽
宗
簽
題
及
雙
龍
圓
印
，
宣
龢
、

御
書
印
亦
僅
存
半
，
推
測
可
能
是

後
代
重
裝
時
遭
到
裁
切
。

鑲料（圈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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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宋    林椿〈花木珍禽〉紈扇改裝為摺裝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清    蔣廷錫〈群芳擷秀〉第5開    多彩洒金箋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一    清    沈振麟〈耄耋同春〉第12開    墨箋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紋
樣
豐
富
典
雅
，
兼
具
藝
術
欣
賞

的
價
值
，
但
邊
緣
容
易
磨
損
，
也

易
遭
蟲
蝕
，
保
存
較
為
困
難
。

冊
頁
的
內
頁
裝
池
，
主
要
有

四
種
形
式
，
即
左
右
開
合
的
﹁
摺

裝
﹂
、
﹁
蝴
蝶
裝
﹂
，
與
上
下
開

合
的
﹁
推
蓬
裝
﹂
，
和
可
以
連
續

見
，
每
本
冊
頁
的
前
後
，
往
往
還

會
添
加
兩
頁
﹁
副
頁
﹂
，
供
給
後

人
題
跋
之
用
。
冊
頁
的
外
殼
，
有

木
料
與
厚
紙
板
包
覆
織
錦
兩
種
。

碑
帖
冊
頁
常
用
木
板
做
封
面
，
取

其
質
地
堅
固
耐
久
。
以
織
錦
或
緙

絲
包
覆
的
封
面
︵
圖
十
四
︶
，
因

之
名
。
宋
代
以
後
，
一
些
小
幅
的

書
畫
、
書
畫
扇
面
、
名
人
信
札
、

碑
帖
拓
片
等
，
都
習
慣
以
冊
頁
的

形
式
來
進
行
裝
池
。

冊
頁
的
頁
數
一
般
都
採
取

雙
數
。
少
則
四
頁
，
多
至
二
十
頁

以
上
，
但
以
十
二
頁
左
右
較
為
常



書畫裝池之美

展
場
巡
禮

113 故宮文物月刊‧第301期

圖二四    清    姚文瀚〈繪人物扇〉泥金箋摺扇    扇骨粘貼在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一
六
三
三—

一
六
九○

︶
︿
叢

艷
圖
﹀
為
摺
扇
改
裝
成
的
蝴
蝶
裝

冊
頁
︵
圖
十
八
︶
。
林
椿
︵
十
二

世
紀
後
半
︶
的
︿
花
木
珍
禽
﹀

︵
圖
十
九
︶
，
則
是
由
紈
扇
改
裝

成
冊
頁
的
例
子
。

另
外
，
尚
有
幾
款
較
罕

十
四
件
，
可
據
以
概
括
冊
頁
裝
池

的
幾
種
基
本
樣
式
。
其
中
，
︿
宋

徽
宗
像
﹀
為
摺
裝
式
的
大
型
冊
頁

︵
圖
十
五
︶
；
︿
淳
化
祖
帖
﹀
屬

於
經
摺
裝
冊
頁
︵
圖
十
六
︶
；
元

章
︿
墨
竹
﹀
為
摺
扇
改
裝
成
的
推

篷
裝
冊
頁
︵
圖
十
七
︶
；
惲
壽
平

圖二二    清    戴臨〈雜書畫〉不規則的挖鑲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展
開
的
﹁
經
摺
裝
﹂
。
各
依
畫
幅

的
大
小
、
窄
長
，
由
裱
褙
匠
師
決

定
之
。
這
幾
種
樣
式
，
雖
然
各
有

不
同
的
視
覺
美
感
，
但
以
摺
裝
式

的
冊
頁
最
易
保
存
、
觀
賞
，
也
最

稱
普
遍
。
︹
註
八
︺

本
次
展
出
的
冊
頁
，
共
計

圖二三    清    石濤〈水仙墨竹〉泥金箋摺扇    扇骨穿在扇面夾層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扇頭

大骨

扇骨

摺扇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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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面

扇柄

扇墜

圖二五    清    無款〈朱筆鍾馗〉絹面團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見
的
冊
頁
裝
池
，
例
如
蔣
廷
錫

︵
一
六
六
九—

一
七
三
二
︶
︿
群

芳
擷
秀
﹀
冊
︵
圖
二
十
︶
，
每

開
畫
心
及
對
幅
所
採
用
的
洒
金
箋

紙
，
顏
色
各
箇
殊
異
，
饒
具
繽

紛
妍
麗
的
裝
飾
趣
味
。
沈
振
麟

︵
活
動
於
一
八
五
一—

一
八
七
四

年
間
︶
︿
耄
耋
同
春
﹀
冊
︵
圖

二
一
︶
，
畫
心
完
全
採
用
黑
地
紙

本
，
致
令
以
泥
金
與
重
彩
描
繪
的

主
題
，
顯
得
格
外
照
人
眼
明
。
戴

臨
︵
十
八
世
紀
︶
的
︿
雜
書
畫
﹀

冊
︵
圖
二
二
︶
，
運
用
挖
鑲
手

法
，
將
質
地
為
通
草
紙
的
畫
心
，

沿
著
不
規
則
的
外
廓
，
嵌
入
挖
空

的
鑲
料
上
，
銜
接
處
天
衣
無
縫
，

極
其
細
膩
精
妙
。

成
扇
的
裝
池

成
扇
，
是
指
仍
然
裝
在
扇

骨
、
扇
柄
上
的
扇
子
；
其
形
制
包

含
紈
扇
、
團
扇
︹
註
九
︺

、
障
扇
︹
註

十
︺

、
摺
扇
等
數
種
。
扇
子
原
本
是

夏
令
消
暑
的
實
用
品
，
然
而
，
結

合
書
法
與
繪
畫
的
扇
面
，
搭
配
上

雕
刻
精
美
的
扇
柄
，
同
時
也
可
以

是
欣
賞
價
值
極
高
的
藝
術
品
。

目
前
故
宮
所
典
藏
的
書
畫

成
扇
，
以
明
、
清
時
期
的
摺
扇

佔
最
大
宗
。
不
過
，
時
代
較
早

的
成
扇
，
如
宋
、
元
、
明
時
期
的

紈
扇
、
團
扇
和
摺
扇
，
因
年
代
久

遠
，
不
易
保
存
，
扇
面
多
數
已
被

揭
下
，
改
裝
成
冊
頁
。
其
欣
賞
方

式
，
即
等
同
於
一
般
小
型
的
書
畫

作
品
，
雖
然
不
再
具
有
實
用
的
目

的
，
但
卻
更
便
於
收
藏
和
觀
賞
，

也
算
延
伸
了
成
扇
的
藝
術
生
命
。

本
次
展
出
的
成
扇
，
共

計
四
柄
，
均
為
時
代
較
晚
的
作

品
。
其
中
清
石
濤
的
︿
水
仙
墨

竹
﹀
︵
圖
二
三
︶
，
與
清
姚
文
瀚

︵
十
八
世
紀
︶
︿
繪
人
物
扇
﹀

︵
圖
二
四
︶
，
均
屬
泥
金
箋
扇

面
；
前
者
純
以
墨
繪
，
構
圖
簡

潔
，
筆
致
放
逸
，
突
顯
出
文
人
畫

家
追
求
清
雅
的
審
美
取
向
；
後
者

則
以
扇
骨
區
隔
出
八
個
小
畫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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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繪
工
整
鮮
麗
，
反
映
了
清
中

期
宮
廷
繪
畫
的
共
通
特
色
。
另

外
，
無
款
的
︿
朱
筆
鍾
馗
﹀
絹
面

團
扇
︵
圖
二
五
︶
，
則
是
清
宮

中
嬪
妃
的
用
物
。
本
件
雖
屬
道
光

︵
一
八
二
一—

一
八
五○

︶
以
後

的
製
作
，
仍
可
據
以
追
摹
早
期
團

扇
的
結
構
。
民
國
林
同
濟
︵
一
九

○

六—

一
九
八○

︶
︿
行
書
雙
面

摺
扇
﹀
︵
圖
二
六
︶
的
象
牙
扇

骨
，
最
外
的
兩
支
大
骨
，
表
面
遍

飾
茶
花
紋
樣
，
屬
於
深
刻
手
法
，

形
象
生
動
、
優
美
，
堪
稱
成
扇
雕

刻
中
的
精
品
。

注釋：

湖南長沙出土的戰國時期帛畫〈龍鳳仕女圖〉與〈人物御龍圖〉，上端均以細竹條支撐，並繫有棕色絲

繩，使便於張掛，與立軸裝潢的基本原理相通。

故宮為保護珍貴文物，針對七十件限展書畫精品，訂定管理規範，即每次僅能展出四十五天，下展之

後，必須間隔至少三年以上，始得重複選件。因〈溪山行旅〉等三件作品已於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展出，

故本次無法以原件參與裝池特展。

天杆又叫提杆，側面呈半圓形。天綾，亦有人稱之為天頭。隔水，又可稱為隔界。玉池，是指圍繞在畫心

周圍的鑲料。地杆也稱地軸，圓而粗。

驚燕又名警燕、警繩或壽帶。初期是用兩條垂帶從天杆上掛下來，直到天頭的下緣，取其可以隨風搖

擺，避免燕子停駐，弄污畫幅之意。後來多改成以兩條綾絹直接黏貼在天頭上，惟日本的裝裱仍維持古

法。

沒有軸頭凸出畫外，只在地軸兩側包覆綾絹，或加粘軸片，謂之平軸。

緙絲起源於隋唐而盛於宋。織造時以素色細蠶絲為經，色彩豐富的細蠶絲為緯，各色緯絲僅於圖案花

紋需要處與經絲交織，故緯絲不貫穿全幅，而經絲則縱貫織品，名為「通經斷緯」。由於此法能將繪畫

精神藉助絲織品，得到充分的表現，堪稱是藝術價值極高的一門工藝美術。

手卷形式的說法，各家記載不盡相同，但意義大抵相同。例如有人名之為碰邊、卷邊、沿邊，也有人分

成撞邊、鑲邊、包邊，或者分成套邊、轉邊、沿邊。本文係根據故宮裱畫室顧問林勝伴先生的指教而訂

定。

坊間談裱褙的書籍，也有將摺裝解釋成與蝴蝶裝同義，即一開左右各有一幅。本文將摺裝與蝴蝶裝區

隔為不同的冊頁形式，係根據《石渠寶笈》所載，目前《故宮書畫圖錄》及「故宮書畫典藏管理系統」對

於冊頁形式的定義，均依此。

紈扇與團扇的扇面材質多為絹地，紈扇的外形有橢圓、腰圓、花瓣、多邊等各種變化，團扇則均為正圓

形。

故宮目前並未典藏障扇書畫，惟在立軸、手卷、冊頁的繪畫，如李嵩〈聽阮圖〉、元人〈招涼仕女〉、仇英

〈漢宮春曉〉等作品中，猶能得見障扇，可據以了解其形制。

1.

2.

3.

4.

5.

6.

7.

8.

9.

10.

圖二六    民國    林同濟〈行書雙面摺扇〉象牙扇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朱銘源先生捐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