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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名方再世--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心得報告 

流通組 謝鶯興 

會議日期：2015 年 10 月 30 日 

會議地點：台北國家圖書館文教區四樓 421 教室 

主辦單位：紙文物維護學會 

贊助單位：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 

協辨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立台灣圖書館、中華民國圖書館學

會、北投社區大學、松山社區大學、大昌裱畫材料公司、艾

惟央公司、美村洋行 

一、前言  

本校前中文研究所退休教授李田意老師，於 1995 年夏天，決定將平生所

藏圖書萬冊贈予東海，1996 年運至圖書館，整理編目後以專櫃典藏。鑑於李

老師有三十餘種古籍皆未盛裝於函套內，慮及線裝古籍的保存不易，興起為

這些書製作函套的念頭。藉由「土法煉鋼」的方式將這些書製作外衣 --函套。

1998 年夏天，李老師回東海為其指導的弟子口試，報告替這批線裝書製作函

套保護的事。李老師當時認為這批書的捐贈是適得其所，表示他在美國尚有

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線裝書，願意再捐贈給東海，希望還能繼續為這些線

裝書製作函套，予以保存，惜事未果行。  

本館從創校籌備期即致力於從事國內外線裝古籍的蒐購，以維護中華文

化於不墜，故圖書館典藏線裝古籍是為台灣所有大學中少數擁有的學校之

一，惜缺乏紙張文物修復等方面的技能，僅能將典藏環境維持在「恆溫恆濕」

的狀態，從事館藏古籍簡易的維護與整理而已。  

紙文物維護學會有鑑於台灣為海島型，氣候潮濕、高溫，文物容易受潮、

發霉或遭受蟲咬，致使保存不易；為增進圖書館、博物館、典藏檔案單位等

工作人員或有志文物保維護的社會人士之認知，讓紙質文物能更妥適保存，

舉辦了對紙質文物典藏、保管及薪傳等議題進行探討。今年 9 月 30 日，得知

舉辦「名方再世 --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或能汲取紙張文物的保存與修復等

相關知識、技能後，對館藏線裝古籍有所助益。  

二、議程及內容  

「名方再世 --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分上午二場次及下午二場次，由具

有豐富經驗的文物修復與研究的老師進行發表及分享。  

第一場由國立臺灣圖書館余慧賢老師發表〈文物修復與紙質手工脫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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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首先說明紙張文物「修復前要進行評估」，著重於常見的劣化情形；接

著提出需先「擬定修復計畫」，可以從物理方式與化學方式兩類思考；第三則

介紹手工脫酸的理論以及「鹼藏的觀念」；最後以她修復該館典藏的日本大正

三年出版的《花蓮港廳統計一覽》的過程，提出「勿以書小而易為」的經驗

為例，配合修護前後書籍的圖片，與參加者分享經驗。 

 
第二場由美國猶化大學 Marriott 圖書館徐統老師發表，原訂題目是〈圖書

館藏書與藏品的保存和修護〉，發表時改為〈勞中手中線，讀者桌上書：一個

讀書郎怎麼成為修書郎〉，分享「一個受做手工，愛動腦筋的退休教授，在大

學圖書館的維修部門，找到發揮專長，學習新技能」的經驗。以各式圖片說

明他在美國修護的實例，提出保存紙質文物時，不要再動輒將膠帶黏在文物

上面，以他個人的科學專長，利用電腦輔助，為修書補紙製作 SOP(標準作業

流程  )以及大量製作文物保護外衣 (紙盒 )時繪製圖樣，不僅可以節省裁剪時

間，更因計算精準而省下不少的材料。最後提出「圖書館的任務與局限」，首

先指出在決定哪些書需要修復時，應當讓修護者知道它的原因與重要性 (為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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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要修復這本書 )，將有助提高修護者的士氣；接著重申「預防勝於治療」的

基本觀念，留意紙質文物的最大殺手：水、火、光、蟲等災害。  

 

第三場由正修科技大學文物修護中心黃筱如老師發表〈文物保存與展示

材料〉，分別從基本文物保存及風險管理概念、選擇安全的保存材料、保存材

料分類與介紹等方面著手。首先說明文物保存包括檢視、記錄、修護處理、

預防性保護。「了解文物劣化因子進而改善預防」是相當重要的作法，選擇良

好安全的保存材料，可以達到隔離預防或直接保護的效果。在保存材料上，

分：結構支撐材料、襯墊材料、隔離用材料、連結材四大類型，分別從木材

類、塑膠類、紙類及金屬類等素材說明各類的優缺點及適用性。最後補充常

見塑膠材質的適用性建議與參考及台灣地區可以買到的廠商名單。  

第四場由故宮博物院陳烜宇老師發表〈紙質藏品的清洗探討〉，就東西方

清洗概論、藏品清品的目的、清洗的原理、修護過程清洗方式的種類介紹與

運用條件、修護清洗的試驗探討、修護清洗運用的綜合建議等六個單元，說

明紙質文物的「清洗」，是用來減緩紙張褐斑、漬痕、變色及酸化等劣化狀況

的修復方式，但對於紙質文物將產生無法完全預料的改變，是一種「不可逆

的修復方式」，屬非必經的修復歷程。指出清洗時需注意水質、溫度及潔淨度

等控制條件，才能達到淡化紙張漬痕與變色的目的。著重於修護清洗的試驗

探討，從材料與清洗條件、設備、設定與樣本、操作流程、分析方法等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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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結果，佐以各項數據呈現，得出紙張老化與高溫是改變清洗後紙張物理、

成分與結構性質的主要因素，提出修護清洗的運用建議：淡化紙張變色、維

持紙張結構與內含物質、延長紙張保存、清洗綜合操作，認為「清洗如能在

修復師的觀察與評估下，充分了解文物狀況與修復動機，在操作控制得的情

況下使用，對於作品仍存有潛在助益」的看法。  

三、個人心得  

本館早期因為政策 (開架式)、設備、經費、館舍空間與保存觀念的因素，

線裝古籍是可以自由取閱，外借 (長期間地置放在借閱者家中或研究室 )，還有

一段不算短的期間置放在潮溼、高溫而且沒有除溼或空調的環境中。由於經

常性地利用、翻閱，保存環境的不良，造成紙張的劣化、毀損與蟲蛀等等。

在有識前賢的爭取下，終於有了現今「恆溫恆濕」的保存空間。我們一直在

思考如何修復劣化的紙張書籍，在「整舊如舊」的認知、缺乏修復技術與人

力條件下，不敢輕易施作，僅進行簡易函套製作與重新縫線的作業。  

得知「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的舉辦，因有「文物維護實務」的字眼，

直覺認為一定可以學到相當多的實務經驗，作為未來對館藏線裝古籍維護的

藉資。  

徐統老師發表〈勞中手中線，讀者桌上書：一個讀書郎怎麼成為修書郎〉，

以圖片輔以口述，讓聽者清楚地瞭解他對「修復」文物的用心與想法。特別

是以他擅長的科學觀念，利用電腦輔助，繪製文物外衣的圖樣，編製修復文

物標準作業流程 (SOP)，抒發自己對於指揮修復人員修復書籍的率性作為，未

能使實際修復者知其原因以及希望達到的目的，真不愧是學科學的學者，讓

人「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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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早年曾在木工廠工作，大學畢業後有幸留在母校圖書館工作，因所

學的知識，被調到典藏線裝古籍的特藏部門，負責古籍的整理。面對部份無

函套保護的古籍，尤其是東海早期師長捐贈的書，因長期翻覽使用，部份的

書況頗差，思考著至少要再做一些木板、函套或木匣來保護，減緩讀者調閱

與使用產生的惡化。受限於財力、人力、工具設備及修復的技能等，剛開始

即採用三合板 (一面有布面花紋的美耐板 )作為上、下兩片的木板，綁上塑膠

帶，用來保護。後來試著利用馬糞紙、牛皮紙、樹脂，進行裁切與黏合，製

作簡易的函套來保護。製作過程中，發現部份師長的抄本或較為珍貴的板本 (如

和刻本 )，也試著利用三合板的黏合，做成木匣。還是因人力與業務的因素，

未能持續進行，只能偶一為之。  

聆聽了徐統老師的修復甘苦談，與他為節省時間與材料的耗損，藉由電

腦繪製圖樣來輔助的用心，真令人感佩其思慮之深，真是一位愛書人、學者，

所以成為修書人時，更能藉助專長與學養，留下讓人效法的作為。  

本次研討會令人覺得美中不足者，是研討會加上「維護實務」，但僅是經

驗分享，不是自己想像中的現場操作如何維護的實務性，如何「清洗」、如何

「量身訂製」保護盒等，太多的實驗數據雖可瞭解試驗的成果，但對於入門

者或欲入門者而言，總是太過於專業性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