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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保留碑帖文字之歷程—以修護景蘇園帖為例

專　輯

探
究
保
留
碑
帖
文
字
之
歷
程

以
修
護
景
蘇
園
帖
為
例

碑
帖
發
展
源
流
與
製
作
方
式

東
漢
時
期
立
碑
風
氣
鼎
盛
，
有
多

種
型
式
與
內
容
，
其
中
還
發
展
出
刻
有
儒

家
、
佛
家
、
道
教
經
典
的
石
經
，
石
經
可

以
說
是
類
似
現
代
公
佈
欄
，
用
來
歌
功
頌

德
、
立
傳
與
教
化
大
眾
的
方
式
之
一
。
後

漢
書
︽
蔡
邕
傳
︾
：
﹁
及
碑
始
立
，
其
觀

視
及
摹
寫
者
，
車
乘
日
千
餘
輛
。
﹂
可
想

當
時
石
碑
對
於
知
識
傳
播
之
普
遍
性
與
重

要
性
。古

代
書
碑
的
製
作
方
法
有
兩
種
：

書
丹
、
摹
勒
上
石
。
書
丹
，
使
用
硃
砂
直

接
在
石
碑
上
寫
字
，
後
再
進
行
雕
刻
的
動

作
。
硃
砂
為
礦
物
性
顏
料
，
比
粉
狀
的

墨
固
著
性
強
，
寫
在
光
滑
的
石
頭
上
不
易

流
動
、
走
樣
。
墨
含
油
份
，
遇
石
容
易

收
縮
，
不
能
保
持
筆
觸
的
原
形
；
摹
勒
上

石
，
是
將
碑
文
寫
在
紙
上
，
紙
背
部
分
以

銀
朱
依
樣
鈎
勒
字
的
輪
廓
︵
稱
雙
鈎
︶
，

然
後
覆
於
刻
石
之
上
，
並
於
摹
紙
上
疊
放

數
張
紙
，
再
以
石
頭
均
勻
砑
磨
，
使
雙
鈎

銀
朱
黏
於
石
面
上
，
依
形
雕
刻
。
上
述
方

法
與
雕
版
印
刷
不
同
，
雕
版
印
刷
是
先
製

作
原
稿
，
再
反
轉
原
稿
於
木
板
上
再
進
行

雕
刻
，
因
此
板
子
上
的
文
字
、
圖
像
是
顛

倒
的
，
不
可
直
接
閱
讀
。

﹁
拓
﹂
這
動
作
指
的
是
在
刻
鑄
有
文
字

或
圖
像
的
物
體
上
覆
蓋
上
一
層
紙
，
捶
打

使
肌
理
凹
凸
分
明
，
接
著
塗
上
墨
，
讓
文

字
、
圖
像
更
顯
著
，
作
品
完
成
後
稱
為
拓

片
。
因
為
拓
片
發
展
之
初
多
應
用
在
石
碑

上
，
故
多
直
接
稱
﹁
拓
碑
﹂
，
唐
宋
時
期

也
稱
為
﹁
打
碑
﹂
。
拓
碑
過
程
可
視
為
使

北
宋
時
期
蘇
東
坡
︵
一○

三
七

～

一
一○

一
︶
，
集
文
學
、
書
畫
於
一
身
，
但
其
流
傳
至
今
之
拓
本

散
於
各
處
，
鮮
少
人
將
其
整
理
彙
編
為
合
輯
。
清
︿
景
蘇
園
帖
﹀
則
集
傳
蘇
東
坡
眾
多
傳
世
之
作

品
於
一
碑
帖
中
，
實
為
難
得
。
此
碑
帖
原
為
經
摺
裝
型
式
，
經
修
護
後
於
本
院
正
館
展
出
呈
現
於

觀
眾
眼
前
。
本
文
除
了
介
紹
碑
帖
流
傳
至
今
的
故
事
外
，
也
以
︿
景
蘇
園
帖
﹀
為
例
簡
述
碑
帖
製

作
與
修
護
之
原
則
與
詳
細
紀
錄
過
程
。

高
宜
君

用
印
刷
模
板
複
製
文
字
，
雖
然
與
雕
板
印

刷
的
印
刷
方
式
不
同
，
但
從
工
藝
技
術
的

傳
承
，
相
信
已
經
啟
發
人
們
複
製
印
刷
的

觀
念
，
間
接
促
成
雕
板
印
刷
的
發
展
，
在

尚
無
照
相
術
發
明
的
古
代
，
前
人
運
用
複

製
技
術
傳
遞
文
化
歷
史
。
︵
圖
一
、
二
︶

一
般
坊
間
書
法
字
帖
依
字
跡
顏
色
常

見
有
兩
種
，
一
者
字
跡
呈
現
黑
字
，
另
一

者
字
跡
反
白
。
前
者
是
應
用
當
代
攝
影
技

術
將
其
作
品
翻
拍
整
理
後
出
版
；
後
者
則

是
先
將
刻
石
上
的
文
字
，
拓
印
後
再
行
複

製
出
版
。
︿
景
蘇
園
帖
﹀
字
跡
反
白
紙
張

凹
凸
分
明
，
黑
色
部
分
乃
由
墨
色
堆
積
而

成
，
應
屬
真
品
而
非
印
刷
品
。

拓
片
按
墨
色
深
淺
又
可
分
為
﹁
烏
金

拓
﹂
及
﹁
蟬
翼
拓
﹂
兩
種
類
型
：
拓
碑
時

拓
包
均
勻
蘸
墨
、
上
墨
三
四
回
，
待
墨
乾

後
再
擦
拓
，
墨
色
由
黑
而
亮
，
俗
稱
﹁
烏

金
拓
﹂
，
最
後
再
覆
蓋
一
層
薄
蠟
，
令
墨

色
更
亮
，
又
可
防
潮 

，
﹁
烏
金
拓
﹂
讓
白

色
字
體
與
背
景
產
生
強
烈
黑
白
對
比
的
效

果
，
這
種
拓
法
視
覺
效
果
強
，
︿
景
蘇
園

帖
﹀
屬
於
此
法
。
﹁
蟬
翼
拓
﹂
之
墨
色
灰

階
層
較
多
，
可
依
被
拓
物
體
結
構
做
深
淺

變
化
，
故
能
真
實
地
反
映
其
字
跡
與
紋
理

的
本
來
面
貌
，
將
字
體
原
來
精
神
顯
露
出

來 

。
明
代
周
嘉
胄
︽
裝
潢
志
︾
提
到
在

石
碑
拓
片
的
裝
裱
做
法
：
﹁
先
錄
其
文
，

算
定
每
行
若
干
字
，
每
字
若
干
行
，
及
抬

頭
年
月
，
首
尾
副
題
小
跋
。
前
後
副
葉
、

皆
擇
名
箋
，
一
一
畫
定
程
式
，
然
後
恭
貌

婉
言
致
之
。
﹂
。
﹁
裝
者
之
能
，
惟
在
裁

折
。
折
須
前
後
均
齊
，
裁
必
上
下
無
跡
，

裁
折
善
而
能
事
畢
矣
。
碑
已
條
悉
，
帖
亦

如
斯
。
﹂
薄
薄
一
張
拓
片
紙
最
後
能
成
為

大
家
眼
前
的
碑
帖
，
需
要
經
由
裝
裱
師
傅

重
新
排
版
裱
貼
製
作
而
成
，
這
時
候
裝
裱

師
的
專
業
涵
養
和
素
質
極
為
重
要
，
例
如

碑
文
內
容
傳
達
是
否
正
確
無
誤
，
若
字
跡

排
列
順
序
不
對
或
者
缺
漏
字
等
，
皆
會
影

響
讀
者
閱
讀
。

︿
景
蘇
園
帖
﹀
之
形
成
與
經
過

本
次
修
護
的
︿
景
蘇
園
帖
﹀
其
原
刻

圖一　拓碑景象示意　引自《中國圖書的故事》

圖二　製作不同大小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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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石
於
清
光
緒
十
六
年
︵
一
八
九○

︶
，
由

當
時
黃
岡
縣
知
縣
楊
壽
昌
提
議
並
出
資
請

人
刻
碑
製
作
，
邀
請
同
時
期
教
喻
楊
守
敬

提
供
碑
帖
內
容
，
費
時
三
年
，
完
成
於
清

光
緒
十
九
年
︵
一
八
九
三
︶
。
刻
石
目
前

嵌
於
中
國
大
陸
湖
北
省
黃
岡
市
黃
州
區
的

東
坡
赤
壁
公
園
中
﹁
碑
閣
﹂
亭
內
壁
上
。

楊
守
敬
為
金
石
大
家
，
對
於
碑
帖
、

善
本
的
鑑
賞
能
力
頗
具
功
力
，
尤
其
十
分

景
仰
蘇
東
坡
的
字
，
進
而
大
量
收
藏
蘇
帖

加
以
研
究
。
碑
帖
的
優
劣
除
了
原
摹
本
字

跡
具
有
特
色
外
，
石
刻
之
刻
工
細
膩
能
忠

實
呈
現
摹
本
之
字
跡
也
是
一
大
重
點
，
因

此
楊
壽
昌
特
聘
當
時
臨
摹
專
家
劉
寶
臣
和

江
姓
刻
碑
高
手
為
主
刻
共
同
完
成
。
不
料

刻
石
完
成
，
待
鑲
於
﹁
景
蘇
園
﹂
牆
壁
上

時
，
卻
因
為
楊
壽
昌
免
職
而
造
成
經
費
不

足
，
只
好
將
其
一
百
二
十
六
塊
刻
石
一
同

典
當
給
當
舖
。
刻
石
在
外
流
落
長
達
三
十

餘
年
，
楊
氏
子
孫
無
力
贖
回
，
直
至
民
國

十
四
年
︵
一
九
二
五
︶
由
當
時
任
職
將
軍

後
為
湖
北
省
省
長
蕭
耀
南
贖
回
，
並
於

東
坡
赤
壁
建
樓
時
保
存
其
中
的
一
百
零
二

塊
石
刻
。
一
九
六
六
年
文
革
時
期
差
點
慘

遭
紅
衛
兵
摧
毀
，
所
幸
當
時
的
管
理
人
員

以
白
石
灰
覆
蓋
其
上
而
逃
過
一
劫
，
幾
經

波
折
才
順
利
得
以
流
傳
至
今
重
見
天
日
，

實
為
難
能
可
貴
之
作
。
據
丁
永
淮
先
生
指

出
：
原
石
刻
為
一
百
二
十
六
塊
，
現
存
為

一
百
零
二
塊
塊
，
而
遺
失
的
二
十
四
塊
無

法
在
確
定
何
時
遺
失
。
二○

一
三
年
︿
傳

奇
：
國
寶
︿
景
蘇
園
帖
﹀
全
套
石
刻
倖
存

記
﹀
一
文
中
指
出
，
早
先
前
人
計
算
石
刻

數
量
是
以
石
刻
外
框
做
為
計
算
的
單
位
，

不
過
仔
細
觀
察
有
些
框
內
的
石
刻
並
非
只

有
一
塊
而
是
兩
小
塊
嵌
於
一
處
，
因
此
經

重
新
計
算
後
是
一
二
六
塊
無
誤
，
並
無
遺

失
。

此
帖
共
四
冊
，
收
錄
蘇
東
坡
作
品

四
十
一
件
，
由
八
十
五
張
拓
片
黏
貼
而
成

︵
含
楊
守
敬
與
陽
壽
昌
之
序
跋
︶
，
題
簽

分
別
以
楷
、
篆
、
隸
、
行
四
種
不
同
字
體

標
示
。
第
一
卷
首
為
︿
赤
壁
賦
︵
前
︶
﹀

附
有
蘇
軾
小
像
和
楊
守
敬
於
清
光
緒
壬
辰

︵
一
八
九
二
︶
九
月
在
宜
都
手
錄
黃
庭
堅

︵
一○

四
五

～

一
一○

五
︶
之
︿
東
坡
像

贊
﹀
，
至
第
四
卷
尾
內
容
為
︿
送
楊
里
仙

之
廣
安
軍
﹀
，
另
有
楊
守
敬
和
楊
壽
昌
敘

述
建
園
刻
帖
之
原
委
識
跋
，
篇
篇
精
采
。

全
帖
每
一
冊
前
後
各
有
朱
文
﹁
張
佩
經
佩

綸
兄
弟
同
觀
﹂
與
白
文
﹁
訒
齋
所
藏
金
石

書
畫
﹂
兩
方
印
記
，
另
有
﹁
栘
華
堂
兄
弟

同
賞
﹂
、
﹁
知
默
翁
﹂
、
﹁
畏
翁
手
校
﹂

等
白
文
收
藏
鈐
印
。

︿
景
蘇
園
帖
﹀
為
經
摺
裝
冊
頁
，
共

四
冊
，
每
冊
外
觀
長
三○

．
二
公
分
、
寬

一
八
．
四
公
分
、
高
二
．
一
公
分
。
篇
幅

較
大
的
拓
片
需
先
規
劃
文
字
排
列
，
再
重

新
排
版
，
由
於
原
刻
石
尺
寸
不
大
，
因
此

拓
片
大
小
可
以
不
須
經
過
重
新
剪
貼
排
列

才
能
成
形
。 

文
物
修
護

拓
片
的
價
值
，
在
於
保
留
字
數
多

寡
間
的
取
決
，
倘
若
原
石
碑
已
損
毀
只
殘

存
數
件
拓
本
，
拓
本
內
的
字
數
完
整
性
便

代
表
了
價
值
的
高
底
。
︿
景
蘇
園
帖
﹀
為

本
院
購
藏
文
物
，
好
在
此
帖
入
藏
時
的
蟲

蛀
孔
洞
不
多
，
並
無
嚴
重
影
響
字
裡
行
間

的
字
句
。
不
過
雖
然
破
損
狀
況
尚
無
極
度

嚴
重
，
但
仍
然
影
響
日
後
閱
讀
與
展
出
，

因
此
典
藏
單
位
將
此
文
物
送
至
修
護
室
進

行
修
護
。
修
護
步
驟
如
下
：
一
、
除
塵
，

二
、
解
體
，
三
、
揭
除
背
紙
，
四
、
補

洞
，
五
、
覆
背
。

一
、
除
塵

碑
帖
一
套
四
冊
疊
收
存
放
，
從
多

處
舊
蟲
蛀
孔
洞
型
態
觀
察
得
知
，
蛀
蟲
多

由
碑
帖
外
側
向
內
蛀
食
，
因
此
難
免
會
有

昆
蟲
排
泄
物
遺
留
在
折
頁
中
。
為
了
避
免

這
些
不
必
要
的
異
物
繼
續
與
碑
帖
共
存
進

而
影
響
其
保
存
狀
況
，
因
此
使
用
軟
毛
刷

搭
配
鑷
子
一
頁
一
頁
的
檢
查
並
將
異
物
移

除
。
︵
圖
三
︶
在
這
樣
的
狀
況
下
不
建
議

使
用
吸
塵
器
，
因
為
容
易
使
狀
況
不
穩
定

之
蟲
蛀
孔
處
劣
化
加
劇
。

二
、
解
體

圖三　文物折線部分有明顯灰塵與昆蟲排泄物，故此使用軟毛刷移除。

圖四　 黏接處有多處蟲蛀孔洞，以自製工具（竹起子）分離。圖五　使用乾揭的方式。

經
摺
裝
由
多
張
摺
頁
黏
貼
而
成
，

紙
張
尺
寸
高
固
定
、
長
短
依
刻
石
大
小
而

訂
。
碑
帖
解
體
前
應
先
觀
察
整
體
狀
況
，

由
於
蟲
蛀
嚴
重
，
因
此
評
斷
狀
況
極
度
不

穩
定
者
，
應
先
用
甲
基
纖
維
素
配
合
不
織

布
暫
時
加
固
表
面
，
以
免
揭
離
的
同
時
造

成
位
移
，
使
文
物
二
度
傷
害
。
竹
起
子
揭

離
的
位
置
應
是
摺
頁
黏
貼
處
，
使
用
乾
揭

法
揭
離
，
揭
離
後
可
在
每
頁
黏
貼
處
右
下

方
見
到
反
白
石
刻
之
順
序
註
記
。
︵
圖

四

～

七
︶

三
、
揭
除
背
紙

由
於
碑
帖
為
雙
面
冊
頁
，
再
加
上

前
後
各
有
空
白
副
葉
保
護
，
因
此
雙
面

皆
可
註
記
。
首
末
兩
冊
之
副
葉
各
有
譚

延
闓
︵
一
八
八○

～

一
九
三○

︶
書
跡

兩
則
。
前
記
載
譚
延
闓
於
民
國
十
七
年

︵
一
九
二
八
︶
三
月
將
此
帖
贈
送
蔣
宋
美

齡
女
士
︵
一
八
九
七

～

二○
○

三
︶
為
臨

池
之
助
，
顯
示
出
當
時
碑
帖
輾
轉
收
藏
的

歷
史
過
程
，
為
文
物
的
一
部
分
應
予
以
保

留
。
︵
圖
八
︶

紙
張
副
葉
厚
度
約○

．
二
︵
正
負

○

．○

二
︶
公
釐
，
如
何
將
薄
薄
一
張
副

葉
上
的
雙
面
文
字
皆
完
整
保
留
，
實
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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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正面：第一卷頁首有譚延闓記載〈景蘇園帖〉之經過 背面：藏家之題款

圖九　 由於正、反兩面皆有文字，因此分離時得更格外小心。圖十　 黃色圓圈處為字帖原始補紙；藍色圓圈為原始小托紙。

大
難
題
。
因
此
筆
者
將
字
跡
多
的
，
歷
史

意
義
較
為
重
要
的
部
分
正
面
朝
下
，
另
一

資
訊
少
的
面
先
用
暫
時
加
固
的
方
法
固

定
，
此
法
可
以
減
緩
在
揭
離
時
所
會
遇
到

的
突
發
狀
況
。
︵
圖
九
︶
另
外
拓
本
正
文

的
部
分
，
揭
除
背
紙
後
的
拓
片
，
具
有
墨

膠
與
紙
張
過
薄
脆
弱
等
問
題
，
容
易
出
現

脆
裂
的
狀
態
，
故
須
暫
時
加
固
正
面
，
防

止
揭
離
後
的
二
度
劣
化
。
揭
離
背
紙
的
過

程
中
，
也
可
見
到
最
初
因
拓
碑
所
造
成
拓

本
缺
損
而
使
用
的
補
紙
，
基
於
補
紙
狀
況

良
好
與
拓
片
本
身
黏
合
度
佳
，
因
此
修
護

過
程
中
仍
予
以
保
留
。
︵
圖
十
︶

四
、
補
洞

﹁
補
洞
﹂
方
法
有
兩
種
，
一
、
使
用
黑

紙
補
洞
，
二
、
使
用
白
紙
補
洞
後
填
墨
。

拓
片
本
身
所
使
用
的
紙
張
厚
度
約○

．○
四
︵
正
負○

．○

二
︶
公
釐
，
因
此
修
護

時
所
使
用
的
補
紙
選
用
棉
連
再
加
工
製
造

而
成
。
補
紙
的
重
點
在
於
紙
張
厚
度
和
顏

色
。
補
紙
厚
度
過
厚
或
過
薄
，
皆
會
造
成

書
頁
補
紙
處
成
凸
起
狀
不
平
整
，
為
二
次

傷
害
。
補
紙
顏
色
色
系
不
對
或
過
深
，
都

會
造
成
視
覺
上
的
不
協
調
；
顏
色
過
淺
也

會
過
於
突
兀
，
使
破
損
處
更
顯
著
。

圖十一　拓包製作材料圖十二　補紙製作優劣比較

圖六　 碑帖自身之順序註記，可幫助內容順暢完整。圖七　依照碑帖黏貼順序拆解。

此
修
護
案
所
採
用
的
補
紙
顏
色
，
是

以
油
煙
墨
條
磨
墨
後
的
墨
汁
拓
印
加
工
而

成
，
以
拓
包
蘸
墨
拓
黑
後
再
行
使
用
。
拓

包
使
用
材
料
最
外
層
為
布
料
依
序
為
塑
膠

布
和
棉
花
，
最
後
再
以
繩
子
綑
綁
布
料
，

固
定
其
內
容
物
。
從
外
至
內
第
一
層
布
料

以
質
地
細
緻
者
為
佳
，
孔
洞
過
大
墨
色
不

易
均
勻
；
第
二
層
保
鮮
膜
或
塑
膠
布
是
防

止
過
多
墨
汁
滲
入
棉
花
；
第
三
層
棉
花

可
塑
性
高
，
需
緊
密
紮
實
被
包
覆
其
內
。

︵
圖
十
一
︶
拓
墨
時
，
拓
包
最
忌
過
多
的

墨
汁
，
容
易
形
成
一
團
黑
墨
，
因
此
控
制

墨
汁
量
的
多
寡
實
為
一
門
功
夫
，
需
要
多

練
習
與
經
驗
的
累
積
，
才
不
至
於
拓
印
後

之
形
體
、
線
條
模
糊
不
清
。
︵
圖
十
二
︶

拓
印
用
墨
的
技
巧
決
定
成
品
質
量
之
高

低
，
墨
色
的
層
次
就
是
在
乾
濕
之
間
與
時

間
差
間
做
出
各
種
微
妙
變
化
。

不
過
此
時
補
紙
上
的
墨
色
不
穩
定
，

直
接
使
用
容
易
掉
色
，
程
度
嚴
重
時
會
影

響
原
本
字
帖
白
色
俐
落
筆
觸
，
因
此
經
過

多
次
不
同
方
法
的
試
驗
後
，
最
後
以
傳
統

方
式
﹁
水
蒸
﹂
的
方
法
固
定
補
紙
上
的
墨

色
。
此
法
的
用
意
在
於
讓
補
紙
上
的
墨

膠
，
回
復
黏
性
，
使
墨
保
持
穩
定
。

棉花

塑膠布

布料

劣
優



2014年7月　5253　故宮文物月刊·第376期

探究保留碑帖文字之歷程—以修護景蘇園帖為例

專　輯

基
本
上
﹁
補
洞
﹂
顧
名
思
義
應
是
補
破

洞
，
此
件
文
物
主
要
是
以
蟲
蛀
孔
洞
為
主
，

因
此
當
反
白
的
字
與
黑
底
交
界
處
若
有
缺

孔
，
則
還
是
以
自
製
黑
墨
補
紙
進
行
補
洞
，

而
不
特
意
主
觀
判
斷
字
形
邊
緣
界
線
並
做
修

整
。
不
過
，
倘
若
是
反
白
的
字
中
有
孔
洞
則

補
白
色
補
紙
，
才
不
至
於
造
成
視
覺
上
影
像

過
於
殘
破
。
此
法
雖
為
耗
時
，
但
相
較
之
下

較
忠
於
原
著
的
精
神
。
︵
圖
十
三
、
十
四
︶

拓
片
上
下
皆
有
用
補
紙
加
大
拓
片
範
圍
，
防

止
拓
片
在
作
最
後
進
行
修
整
裁
切
的
同
時
，

會
因
為
原
本
的
拓
片
高
度
落
差
而
傷
害
文
物

本
身
。
︵
圖
十
五
︶

五
、
覆
背

拓
片
在
小
托
處
理
上
不
同
於
一
般
書

畫
作
品
力
求
畫
面
紙
張
平
整
，
原
因
可
追

溯
拓
片
製
作
工
藝
技
法
。
以
拓
包
蘸
墨
，

將
緊
密
與
石
刻
上
凹
陷
的
書
法
字
跡
邊
緣

的
拓
紙
染
黑
，
此
時
的
紙
張
由
於
依
刻
石

凹
凸
起
伏
被
重
新
塑
造
已
變
形
。
為
了
保

留
因
字
跡
形
體
而
變
形
的
紙
張
，
因
此

拓
片
在
小
托
的
同
時
不
可
讓
紙
張
過
度
平

整
，
此
法
容
易
讓
字
體
過
度
伸
張
變
形
，

影
響
字
形
線
條
美
感
，
另
外
在
潮
濕
拓
片

時
要
注
意
水
份
的
調
節
，
過
濕
容
易
造
成

字
體
變
形
、
掉
色
。
︵
圖
十
六
、
十
七
︶ 

拓
片
小
托
晾
乾
後
，
接
著
依
長
短

逐
層
覆
上
背
紙
厚
度
約○

．
三
二
公
釐
，

再
依
序
上
板
繃
平
晾
乾
，
最
後
才
將
拓
片

方
裁
依
序
黏
貼
。
封
面
經
解
體
、
加
固
、

補
洞
後
，
依
修
護
後
冊
頁
之
大
小
尺
寸
，

以
無
酸
卡
紙
代
替
草
紙
板
包
覆
於
內
。
修

護
前
封
面
邊
緣
四
周
磨
損
嚴
重
，
修
護
後

因
內
頁
尺
寸
增
大
，
封
面
側
邊
部
分
則
被

攤
平
於
正
面
，
故
視
覺
上
造
成
破
洞
數
增

加
，
實
則
不
然
。
︵
圖
十
八

～

二
十
︶

圖十三　於光桌上進行逐一補洞圖十四　以自製黑色補紙填補蟲蛀孔洞（黃色箭頭標示處）

圖十五　以補紙加大四周，預防裁切時傷及原件。

結
語

藉
由
本
次
的
修
護
工
作
，
從
文
獻
資

料
收
集
，
瞭
解
當
時
的
拓
碑
與
碑
帖
製
作

過
程
及
︿
景
蘇
園
帖
﹀
刻
石
的
重
要
性
，

印
證
了
這
一
套
不
甚
華
麗
的
碑
帖
背
後
有

一
段
特
別
的
歷
史
故
事
，
另
也
處
處
展
現

了
前
人
的
巧
思
；
而
將
距
今
九
百
年
前
蘇

東
坡
的
書
跡
轉
換
至
刻
石
上
，
再
經
由

拓
碑
的
方
式
複
製
書
跡
，
在
尚
未
出
現
網

路
、
照
相
術
的
發
明
年
代
，
利
用
這
樣
的

圖十六　小心整理揭除背紙之拓片圖十七　以楮皮紙加強頁面結構

圖十八　 左圖： 〈景蘇園帖〉第一卷修護前封面照　 
登錄保存處提供

右圖： 〈景蘇園帖〉第一卷修護後封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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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左圖：〈景蘇園帖〉第一卷修護前 右圖：〈景蘇園帖〉第一卷修護後

圖二十　左圖：〈景蘇園帖〉第一卷末修護前 右圖：〈景蘇園帖〉第一卷末修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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