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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由南宋《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二卷之修護案看經摺裝

較
為
常
見
如
手
風
琴
般
左
右
開
闔
之
經
摺

裝
。
所
謂
經
摺
裝
，
英
人
斯
坦
因
︽
發
現

藏
經
洞
︾
一
書
中
提
到
藏
經
洞
中
藏
經
，

並
用
了
﹁C

on
certin

a

﹂
一
詞
，
直
譯
為

﹁
像
手
風
琴
一
樣
能
折
疊
﹂
來
形
容
經
書

佛
經
裝
幀

歷
代
刊
本
藏
經
之
裝
幀
形
式
樣
式
多

變
，
有
卷
軸
裝
、
梵
夾
裝
、
經
摺
裝
、
方

冊
裝
等
。
卷
軸
裝
，
顧
名
思
義
就
是
將
書

寫
過
後
的
紙
捲
成
筒
狀
收
藏
，
閱
讀
方
向

由
右
到
左
，
由
上
到
下
，
目
前
最
常
見
之

代
表
物
為
敦
煌
藏
經
洞
中
的
部
份
經
書
。

梵
夾
裝
，
源
於
印
度
以
貝
多
羅
葉
為
載
體

書
寫
記
載
經
文
之
貝
葉
經
，
書
寫
後
疊
起

上
下
以
木
板
夾
住
保
護
。
另
外
還
有
目
前

由
南
宋
︽
安
吉
州
思
溪
法
寶
資
福
禪
寺 

    
大
藏
經
目
錄
︾
二
卷
之
修
護
案
看
經
摺
裝

高
宜
君

電
子
書
這
項
發
明
或
許
有
助
於
減
緩
地
球
暖
化
現
象
，
但
就
另
外
一
方
面
而

言
，
對
於
這
流
傳
千
年
的
閱
讀
習
慣
由
電
子
螢
幕
所
取
代
的
文
化
衝
擊
，
將

會
是
日
後
使
用
者
所
無
法
想
像
。
寺
廟
中
每
日
一
手
翻
閱
經
書
另
一
手
手
持

木
魚
誦
經
的
信
徒
們
，
往
後
在
閱
讀
經
文
上
的
習
慣
也
將
改
為
用
手
觸
控
螢

幕
來
翻
頁
，
一
機
在
手
的
方
便
與
優
點
，
或
許
將
慢
慢
改
變
人
類
未
來
閱
讀

的
習
慣
。
在
此
筆
者
想
藉
由
本
院
南
宋
大
展
送
修
文
物
中
其
中
一
件
﹁
安
吉

州
思
溪
法
寶
資
福
禪
寺
大
藏
經
目
錄
二
卷
﹂
之
修
護
案
例
來
簡
介
經
摺
裝
之

組
成
結
構
與
修
護
，
希
冀
能
保
留
與
裝
幀
形
式
相
關
之
資
料
、
紀
錄
。

狀
態
。
︵
註
一
︶

而
各
種
形
制
上
的
演
變
，

筆
者
推
測
可
能
是
因
為
當
時
工
藝
技
術
與

閱
讀
習
慣
的
改
變
造
成
，
因
此
無
法
清
楚

分
割
出
各
種
類
型
出
現
的
時
間
起
始
點
。

從
大
藏
經
的
刊
刻
源
流
來
看
，
早
期

︽
開
寶
藏
︾
、
︽
契
丹
藏
︾
仿
寫
本
藏
經

為
卷
軸
裝
，
而
卷
軸
裝
乃
是
文
字
書
寫
於

同
一
平
面
的
載
體
上
，
捲
成
直
筒
狀
，
閱

讀
時
攤
開
長
長
一
大
段
，
就
檢
閱
上
而
言

非
常
不
便
，
於
是
經
摺
裝
的
形
式
應
運
而

生
。
此
外
北
宋
神
宗
、
徽
宗
朝
︵
一○

八

○
—

一
一○

四
︶
︽
崇
寧
藏
︾
為
我
國
首

部
私
刻
大
藏
經
，
也
是
首
次
採
用
經
摺
裝

形
式
的
藏
經
，
之
後
因
裝
幀
形
式
查
閱
方

便
，
日
後
也
都
沿
用
經
摺
裝
形
式
，
版
式

成
為
以
後
大
藏
經
的
楷
模
。
︵
註
二
︶

︽
安
吉
州
思
溪
法
寶
資
福
禪
寺
大

藏
經
目
錄
︾
二
卷
之
基
本
資
料

︽
安
吉
州
思
溪
法
寶
資
福
禪
寺
大
藏
經

目
錄
︾
之
歷
史

大
藏
經
者
，
就
是
將
一
切
佛
教
經
典

有
組
織
有
系
統
的
匯
集
起
來
，
大
藏
經
目

錄
則
為
佛
教
經
典
之
經
書
目
錄
。
歷
代
藏

經
之
開
雕
，
文
獻
可
徵
者
，
最
早
當
可
推

北
宋
太
祖
開
寶
四
年
︵
九
七
一
︶
，
至
太

宗
太
平
興
國
八
年
︵
九
八
三
︶
在
四
川
成

都
刊
雕
之
蜀
本
藏
經
。
︵
註
三
︶

宋
開
板

︵
版
︶
之
大
藏
經
，
略
稱
宋
藏
，
按
開
板

不
同
分
類
共
分
五
種
：
一
、
蜀
板
；
二
、

福
州
東
禪
寺
等
覺
院
板
，
係
私
板
，
稱
崇

寧
萬
壽
大
藏
；
三
、
福
州
開
元
寺
板
，
亦

為
私
板
；
四
、
思
溪
板
，
又
稱
思
溪
本
、

思
溪
藏
、
浙
本
；
五
、
磧
砂
延
聖
院
板
，

又
稱
延
聖
寺
板
、
磧
砂
藏
。

而
本
院
所
藏
的
思
溪
資
福
藏
為
南

宋
淳
熙
二
年
︵
一
一
七
五
︶
開
雕
，
地
點

在
安
吉
州
︵
浙
江
吳
興
︶
思
溪
法
寶
資
福

禪
寺
。
宋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
九
七
九
︶
，

武

康

縣

復

屬

湖

州

。

寶

慶

二

年

︵
一
二
二
六
︶
，
改
湖
州
為
安
吉
州
。
︵
註

四
︶

佛
教
由
西
域
傳
入
中
國
，
而
佛
經
也

跟
著
進
入
，
佛
經
早
先
採
用
梵
文
，
因
習

佛
人
數
日
益
增
多
，
慢
慢
的
漢
譯
佛
經
數

量
擴
增
，
相
關
著
作
亦
大
量
出
現
，
因
此

在
文
獻
資
料
搜
集
與
整
理
上
愈
顯
重
要
，

而
所
謂
經
錄
則
是
研
究
佛
典
的
重
要
工
具

書
，
︵
註
五
︶

︽
安
吉
州
思
溪
法
寶
資
福
禪

寺
大
藏
經
目
錄
︾
︵
以
下
簡
稱
思
溪
資
福

藏
︶
內
容
收
載
了
南
宋
時
被
使
用
、
閱
讀

的
經
書
目
錄
，
像
這
類
被
記
載
於
經
錄
中

之
經
書
，
至
今
多
數
因
年
代
久
遠
保
存
不

易
，
大
部
分
皆
已
佚
失
以
至
於
現
存
總
數

不
多
，
更
顯
珍
貴
，
故
對
於
現
今
佛
教
有

著
重
大
的
意
義
。

︽
安
吉
州
思
溪
法
寶
資
福
禪
寺
大
藏
經

目
錄
︾
之
形
制
、
結
構

︽
思
溪
資
福
藏
︾
分
上
下
兩
冊
，

版
本
宋
刊
本
，
裝
幀
形
式
為
經
摺
裝
，
此

經
書
原
藏
於
日
本
山
城
國
天
安
寺
，
約
於

一
八
八
三
年
間
輾
轉
經
由
清
光
緒
年
間
藏

書
家
楊
守
敬
︵
一
八
三
九—

一
九
一
五
︶

︵
註
六
︶

購
得
，
目
前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經
書
頁
末
楊
守
敬
記
載
著
當
時
購

得
此
書
之
始
末
：
﹁
宋
安
吉
州
資
福
寺
大

藏
經
全
部
缺
六
百
餘
卷
，
間
有
鈔
補
亦
據

宋
摺
本
，
舊
藏
日
本
山
城
國
天
安
寺
，
余

在
日
本
有
書
估
為
言
，
欲
求
售
之
狀
，
適

黎
星
使
方
購
佛
書
，
即
囑
余
與
議
之
，
價

三
千
元
，
以
七
百
元
作
定
，
余
立
約
，

書
期
三
月
付
書
，
及
逾
期
而
書
不
至
，
星

使
不
能
待
，
以
千
元
購
定⋯

余
受
之
而

先
支
薪
俸
以
償
，⋯

光
緒
癸
末
二
月
宜
都

楊
守
敬
記
﹂
。
經
書
外
觀
長
：
二
八
．

二
公
分
、
廣
：
一
一
公
分
、
高
：
四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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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圖
一
︶
，
展
開
後
經
書
每
版
紙
張
大

小
約
二
八
．
四×

五
七
．
八
公
分
︵
圖

二
︶
，
每
版
三
十
行
，
每
行
十
七
字
，
摺

為
五
頁
黏
貼
組
合
而
成
，
上
下
皆
有
面
板

保
護
。
面
板
之
製
作
方
式
為
紙
張
加
厚
折

疊
黏
貼
於
書
頁
前
後
。
由
經
書
黏
貼
方
式

來
看
，
多
是
一
張
紙
摺
五
折
，
形
成
五
個

頁
面
和
一
黏
貼
短
邊
，
相
互
接
連
。
上
、

下
冊
經
書
前
護
頁
上
有
印
，
左
右
兩
側
藍

色
印
文
為
﹁
元
祿
九
年
︵
一
六
九
六
，
清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
丙
子
二
月
日
重
脩
，
山

城
州
天
安
寺
法
金
剛
院
置
﹂
，
中
間
藍
色

印
文
為
﹁
黃
圖
鞏
固
，
帝
道
遐
昌
。
佛
日

增
輝
，
法
輪
常
轉
。
﹂
整
部
經
文
以
印

刷
為
主
，
另
以
手
寫
補
缺
，
部
份
缺
失
之

經
文
，
經
後
人
補
紙
填
字
後
較
為
完
整
。

紙
張
的
種
類
分
為
兩
種
，
一
、
書
頁
紙
張

厚
度
約○

．
一
四
公
釐
、
顏
色
淺
，
文
字

多
為
印
刷
，
黏
貼
於
背
面
有
一
層
覆
背
紙

︵
圖
三
︶
；
二
、
書
頁
紙
厚
度
約○

．

一
二
公
釐
、
顏
色
深
，
文
字
為
手
寫
，
黏

貼
於
背
面
，
有
二
層
覆
背
紙
︵
圖
四
︶
。

藏
書
印
記
﹁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收
藏
﹂
、

﹁
星
吳
海
外
訪
得
密
笈
﹂
等
鈐
印
。
其
中

上
冊
第
五
版
經
書
背
面
，
揭
除
覆
背
紙
後

有
紅
色
字
樣
，
經
肉
眼
觀
察
印
為
﹁
唐
從

龍
同□

會□

，
捨
入
壽
安
院
經□

﹂
。

︵
圖
五
︶

劣
化
狀
況

南
宋
景
定
以
後
的
印
本
曾
陸
續
傳

到
日
本
，
各
寺
所
藏
甚
多
，
本
書
為
清

末
藏
書
家
楊
守
敬
自
日
本
購
得
後
，
後
經

北
平
圖
書
館
收
藏
，
目
前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本
院
雖
經
妥
善
保
存
，
但
本

經
書
年
代
已
久
，
經
肉
眼
觀
察
，
外
觀

有
多
處
磨
損
、
起
翹
等
情
形
，
內
頁
分

離
、
缺
損
、
補
紙
、
補
字
、
蟲
蛀
等
狀
況

︵
圖
六
、
七
、
八
、
九
︶
，
背
面
有
多

處
前
人
為
了
補
洞
而
黏
貼
的
紙
片
︵
圖

十
、
十
一
︶
，
與
經
書
背
面
黏
合
之
命

紙
、
覆
背
紙
因
存
放
時
間
久
遠
之
因
素
，

有
部
份
區
域
因
黏
著
劑
老
化
而
呈
現
空

鼓
、
分
離
等
現
象
，
進
而
導
致
經
書
背
後

失
去
支
撐
，
表
面
呈
現
不
平
整
狀
態
。
至

於
函
套
部
份
有
磨
損
、
起
翹
、
紙
層
分

離
、
蟲
蛀
等
劣
化
狀
況
，
狀
況
不
穩
定
，

極
易
繼
續
惡
化
。
︵
圖
十
二
︶

︽
安
吉
州
思
溪
法
寶
資
福
禪
寺
大

藏
經
目
錄
︾
之
修
護

經
摺
裝
形
式
類
似
手
風
琴
，
前
後

各
有
一
面
板
保
護
其
內
頁
，
內
頁
則
是
由

一
張
紙
摺
出
多
個
摺
頁
︵
依
內
容
前
後
順

序
由
右
到
左
黏
貼
︶
，
製
作
上
通
常
為
單

數
頁
︵
三
、
五
、
七⋯

︶
，
如
此
一
來
，

最
後
組
合
黏
貼
時
每
一
張
摺
頁
黏
貼
處
才

不
至
於
落
在
同
一
邊
，
而
黏
貼
後
的
書
本

高
度
才
會
左
右
相
等
，
反
之
摺
頁
為
雙

數
，
將
導
致
書
本
高
度
左
右
不
等
。
︵
圖

十
三
、
十
四
︶
書
頁
經
黏
貼
組
合
壓
平

後
，
依
比
例
大
小
將
經
書
天
頭
、
地
腳
多

餘
部
份
裁
去
，
使
書
本
呈
現
矩
形
。
至
於

圖一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修護前  國立故宮
博物院藏（平圖009586、009587）

圖二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下冊之第13版書頁版面尺寸示意圖

圖三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上冊之
第13版書頁（紙張厚、顏色淺，文字為印刷）

圖四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上冊之
第3版書頁（紙張薄、顏色深，文字為手寫）

圖五  正常光下紙張背面之印記「唐從龍同□會□，捨
入壽安院經□」

圖六　 書頁接黏處因脫糊而導致分離

圖七　 書頁因空鼓造成書頁本身與覆褙紙分離，而有部份缺失、摺痕劣
化狀況

圖八　 書頁經前人補紙、補字

圖九　 書頁蟲蛀

57.8

55.7

28.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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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大
小
則
是
依
著
經
書
前
後
內
頁
大
小

而
定
，
而
材
料
可
選
擇
較
為
硬
挺
之
中
性

紙
板
，
才
具
有
保
護
功
能
。

擬
定
修
護
方
針

︽
思
溪
資
福
藏
︾
在
修
護
前
，
經

肉
眼
觀
察
經
書
正
面
有
幾
處
缺
損
之
補
紙

和
經
書
顏
色
不
同
，
背
面
有
不
少
用
長
纖

維
之
仿
宋
羅
紋
紙
補
貼
、
加
固
的
痕
跡
，

故
推
測
此
經
書
在
進
入
本
院
典
藏
之
前
曾

被
修
護
過
，
而
經
書
護
頁
上
印
有
﹁
元
祿

九
年
︵
一
六
九
六
，
清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

丙
子
二
月
日
重
脩⋯

⋯

。
﹂
等
字
樣
，
但

並
無
法
說
明
當
時
重
修
為
何
？
因
此
在
修

護
解
體
此
件
經
書
前
必
須
先
釐
清
哪
些
舊

補
紙
、
補
字
應
該
在
此
次
修
護
中
被
留
下

來
，
而
哪
些
被
視
為
附
加
物
應
該
移
除
。

修
護
時
，
秉
持
客
觀
角
度
將
前
人
在
補
紙

上
之
補
字
視
為
具
有
歷
史
、
文
化
價
值
的

一
部
分
並
予
以
保
留
，
並
將
這
樣
的
觀
念

納
入
揭
除
背
紙
這
項
修
護
動
作
中
，
同
時

保
留
這
部
份
的
補
紙
，
揭
除
經
書
背
面
之

命
紙
、
覆
背
紙
及
補
紙
處
，
並
重
新
給
予

合
適
之
命
紙
、
覆
背
紙
來
加
以
保
護
支
撐

經
書
。
此
外
原
函
套
也
會
依
原
始
結
構
加

以
加
強
固
定
，
以
不
重
新
拆
開
為
原
則
維

持
原
有
樣
貌
之
真
實
性
來
做
維
護
工
作
。

︵
如
表
一
︶

表
一　

 

︽
安
吉
州
思
溪
法
寶
資
福
禪
寺

大
藏
經
目
錄
︾
修
護
前
之
劣
化

狀
況
與
修
護
方
針
對
照
表

修
護
前
劣
化
狀
況

修
護
方
針

命
紙
、
覆
背
紙
有

多
處
空
鼓
，
造
成

經
書
不
平
整
、
起

翹
等
現
象

揭
除
背
紙
後
重
新
小

托
命
紙
、
覆
背
紙

經
書
上
之
蟲
蛀
、

缺
失
處

蟲
蛀
部
份
以
有
色
楮

皮
紙
小
托
後
再
補
齊

紙
張
厚
度

經
書
原
有
補
洞

若
原
先
補
洞
處
有
文

字
書
寫
將
予
以
保
留

封
面

利
用
原
始
封
面
，
並

將
其
小
托
加
固
後
，

依
書
本
大
小
重
新
折

疊

函
套

原
始
函
套
加
固
。
另

外
依
修
護
後
經
書

尺
，
寸
重
新
製
作
函

套
加
以
保
護

修
護
步
驟

修
護
過
程
大
致
上
可
分
為
十
個
步

驟
，
一
、
修
護
前
的
影
像
、
文
字
紀
錄
，

二
、
解
體
，
三
、
命
紙
染
製
，
四
、
小
托

命
紙
，
五
、
補
洞
，
六
、
小
托
覆
背
紙
，

七
、
折
疊
經
文
，
八
、
整
理
、
組
合
經

文
，
九
、
函
套
修
護
與
製
作
，
十
、
修
護

後
的
影
像
、
文
字
紀
錄
。
以
下
依
序
說
明

修
護
之
考
量
與
修
護
步
驟
之
描
述
。

在
這
次
修
護
中
，
將
失
去
黏
性
、

圖十　 經書背面補洞

圖十一　 經書透光下檢視

圖十二　 函套磨損、蟲蛀

圖十三　 單頁數黏貼示意圖（細線為書頁、粗線黏貼處）圖十四　 雙頁數黏貼示意圖

圖十六　 折疊經書（此修護動作由賴清忠先生協助） 圖十五　 經書蟲蛀補洞



圖二十　 修護後上、下兩冊經書

圖十八　 函套修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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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宋《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二卷之修護案看經摺裝

空
鼓
之
命
紙
與
覆
背
紙
全
部
移
除
，
接
著

換
上
新
命
紙
與
覆
背
紙
並
以
去
筋
麵
粉
製

成
之
漿
糊
當
黏
著
劑
黏
合
，
在
材
料
選
擇

上
以
可
逆
性
原
則
為
考
量
。
原
經
書
之
書

頁
本
身
厚
薄
不
一
，
差
異
性
大
，
故
在
裝

裱
過
程
中
，
命
紙
與
覆
背
紙
厚
度
上
的
選

擇
也
需
格
外
注
意
，
顏
色
較
深
較
薄
的
書

頁
，
命
紙
選
擇
較
厚
；
反
之
顏
色
較
淺
較

厚
之
書
頁
，
命
紙
選
擇
較
薄
，
這
樣
的
配

紙
組
合
將
可
調
整
經
書
厚
度
使
之
相
當
。

另
外
經
書
蟲
蛀
、
缺
失
部
份
，
採
用
隱
補

︵
註
七
︶

的
方
式
修
護
，
比
原
件
在
最
後

一
層
直
接
以
補
釘
方
式
來
補
洞
要
來
的
穩

定
、
美
觀
，
倘
若
後
人
將
此
文
物
揭
裱
，

可
清
楚
分
辨
前
後
次
修
護
之
補
紙
關
係
。

楮
皮
紙
以
花
青
、
赭
石
、
藤
黃
、
墨
經
調

配
後
染
色
，
製
作
出
與
經
書
顏
色
相
近
之

命
紙
。
︵
圖
十
五
︶

經
書
為
雕
板
印
刷
，
因
此
在
折
疊

時
格
外
注
意
每
板
欄
框
線
粗
細
大
小
的

差
異
，
此
外
，
修
護
時
重
新
揭
背
、
小
托

等
動
作
，
使
紙
張
因
接
觸
水
份
造
成
紙
張

有
些
微
漲
大
現
象
，
導
致
內
文
欄
線
在
重

新
組
合
時
未
必
每
頁
都
能
整
齊
的
連
成
一

線
，
因
此
折
疊
經
書
時
要
特
別
注
意
每
頁

欄
線
與
折
線
的
關
係
。
原
先
書
頁
呈
現
不

整
齊
狀
態
，
若
完
全
按
照
原
折
線
回
折
，

有
可
能
書
頁
大
小
無
法
一
致
，
所
以
在
復

原
回
貼
時
儘
量
以
微
調
方
式
對
齊
；
再

者
，
如
果
將
經
書
接
黏
成
一
長
條
後
再
折

疊
，
容
易
出
現
尺
寸
上
的
些
許
差
距
，
直

至
後
來
差
距
會
越
來
越
大
而
無
法
調
整
，

甚
至
折
線
於
文
字
上
繼
而
影
響
閱
讀
，
因

此
為
了
使
修
護
後
書
頁
大
小
一
致
，
應
當

一
張
紙
為
一
組
，
置
於
摺
書
架
︵
註
八
︶

上

由
中
間
往
左
右
方
向
折
疊
，
頁
面
才
不
至

於
造
成
太
大
誤
差
。
黏
接
時
需
注
意
經
書

內
文
順
序
，
當
所
有
經
書
按
照
順
序
疊
放

後
，
兩
長
邊
墩
齊
，
用
漿
糊
固
定
完
一
邊

後
再
固
定
另
一
邊
，
此
法
也
可
減
少
黏
接

時
所
造
成
之
落
差
。
︵
圖
十
六
︶

經
書
經
修
護
後
尺
寸
與
原
始
尺
寸

有
些
許
差
異
，
加
上
原
經
書
收
藏
方
式

為
將
其
放
置
於
量
身
訂
做
之
函
套
中
加
以

保
護
，
因
此
經
討
論
後
，
將
重
新
製
作
函

套
予
以
收
藏
保
護
。
而
原
函
套
因
劣
化
狀

況
嚴
重
，
再
加
上
與
未
修
護
前
之
尺
寸

大
小
不
合
，
而
不
俱
保
護
功
能
，
不
過

仍
以
長
纖
維
紙
張
對
磨
損
、
斷
裂
處
進

行
局
部
修
補
、
加
固
、
補
色
，
並
於
函

套
內
部
以
中
性
檔
案
夾
紙
製
作
架
子
支

撐
，
往
後
仍
可
與
經
書
一
併
展
出
，
增

加
其
研
究
、
觀
賞
價
值
，
以
最
少
干
預

為
原
則
作
為
函
套
修
護
之
考
量
。
︵
圖

十
七
、
十
八
、
十
九
、
二
十
︶

  

結
語︽

思
溪
資
福
藏
︾
經
修
護
後
狀
況

穩
定
，
在
修
護
過
程
中
筆
者
因
顧
及
到
文

物
歷
史
的
重
要
性
，
採
可
逆
性
的
修
護
材

料
與
技
術
來
進
行
修
護
，
設
想
如
果
未
來

修
護
材
料
老
化
後
需
移
除
，
將
可
以
在
儘

量
不
損
傷
文
物
為
前
提
下
移
除
修
護
材
。

此
外
本
次
修
護
所
觀
察
到
的
各
種
狀
態
也

由
影
像
、
文
字
輔
助
紀
錄
，
透
過
整
個
修

復
過
程
，
筆
者
可
以
從
中
獲
取
許
多
關
於

經
書
本
身
除
了
文
字
以
外
的
訊
息
，
如
材

料
、
形
式
、
技
術
等
，
至
於
經
書
本
身
所

使
用
紙
張
之
正
確
纖
維
比
例
，
有
待
使
用

科
學
分
析
鑑
定
纖
維
種
類
後
方
可
確
定
。

筆
者
推
測
原
始
經
書
並
非
如
眼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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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隱補，指的是經書小托命紙
後，再從小托紙背面黏貼一

層依所缺失之形狀而畫形之補

紙。

8.  摺書架，為本院裱書室專門為
修護經摺裝所設計。此設計幫

助折疊經書時可幫助導正頁面

與側邊呈現垂直狀態。

所
見
，
同
時
使
用
手
寫
與
印
刷
兩
種
方
法

完
成
，
當
時
應
該
是
整
部
經
書
為
印
刷
製

成
，
後
輾
轉
收
藏
流
轉
造
成
部
份
經
文
遺

失
，
再
經
後
人
謄
寫
抄
補
並
加
以
裝
裱
。

此
經
書
經
歷
多
場
戰
役
，
至
今
還
能
被
保

存
下
來
，
更
顯
宋
板
書
之
珍
貴
，
經
書
頁

末
楊
守
敬
記
載
：
﹁
余
以
此
書
宋
刻
，
中

土
久
無
傳
本
，
明
刊
南
北
藏
本
兵
燹
，
後

無
十
不
存
一
，
況
明
本
魯
魚
亥
豕
不
可
枚

舉
，
得
此
以
作
訛
鉏
謬
，
不
可
謂
非
鴻

寶
，
乃
忍
痛
交
之
。
缺
卷
非
無
別
本
鈔

補
，
以
費
繁
而
止
，
且
此
書
之
可
貴
以
宋

刻
板
故
也
。
﹂
希
冀
經
過
這
次
修
護
工
作

延
續
經
書
之
壽
命
，
讓
後
人
也
能
一
覽
經

書
之
風
貌
，
在
使
用
手
翻
閱
經
書
的
同
時

感
受
莊
嚴
佛
法
。

　
　

最
後
在
此
感
謝
裱
書
室
資
深
修
護
師
賴
清
忠
先
生
、
顧
問

林
茂
生
先
生
的
指
導
與
協
助
，
使
筆
者
得
以
完
成
此
修
護
案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登
錄
保
存
處

圖十七　 函套修護前

圖十九　 修護前上、下兩冊經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