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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陸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相當重視，近年來相關的技術和研究發展迅速，其成果

非常值得我國參考與學習。本校文資系學生為「文資機構實習」課程之需，並促

進兩岸學術交流，特規劃此一海外實習。本年度的海外實習單位是陝西師範大學

陜西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科學研究中心，在中心主任李玉虎教授，副主任胡道道教

授的規劃下，學生進行了理論聽講和實務操作。進行的課程主要有土遺址的保存、

彩繪的保存、影像材料的保存以及文物的四防等主題。除此之外，因為西安是歷

史的古都，典藏文物的博物館與古蹟相當多，學生也藉此機會參訪並觀摩，可說

收穫相當豐碩。本報告內容將簡單介紹實習單位，再介紹本次實習的課程與成果，

實習心得與檢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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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本校文資系同學「文資機構實習」課程之需，並充實與提升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之實務經驗，且藉此促進兩岸學術交流，特規劃此實習活動。 

 

貳、研習活動 

一、實習單位介紹—陝西師範大學暨陜西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科學研究中心 

(一)陝西師範大學 

陝西師範大學是大陸教育部直屬、大陸國家「211 工程」重點建設的一所師範大

學，是培養高等院校、中等學校師資和教育管理幹部的重要基地。 

    學校創建於 1944 年，前身是陝西省立師範專科學校，1954 年定名為西安

師範學院。1960 年與陝西師範學院合併，成立陝西師範大學，1978 年劃歸教育

部直屬。 

    學校位於世界四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古都西安，佔地面積 2700 餘畝，建

有長安、雁塔兩個校區。長安校區從 2000 年開始建設，目前已成為學校的主校

區，主要承擔本科三、四年級和研究生的教育培養任務；雁塔校區已有六十多年

的辦學歷史，主要承擔本科一、二年級基礎課和通識課教學以及教師教育、繼續

教育、遠程教育、培訓以及留學生教育等任務 

   學校現設有 20 個學院， 2 個基礎教學部， 62 個本科專業， 涵蓋哲學、

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管理學、農學、醫學等 11 

個學科門類；有國家重點學科 4 個，國家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 2 

個，國家工程實驗室 1 個，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 2 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基地 1 個，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社會學重點研究基地 1 個，教育部重點實

驗室和工程研究中心 3 個，陝西省重點實驗室和工程研究中心 6 個，陝西省人

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3 個，陝西省實驗教學示範中心 4 個，各類研究中心

（所） 60 個。 

    學校現有教職工 2821 人，其中專任教師 1444 人，專任教 師中有 教授 

282 人，副教授 437 人，博士生導師 236 人，具有博士、碩士學位的教師占教

師總數的 74% ，其中博士率達 38% 。學校現有全日制本專科生 170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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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7406 人，繼續教育和網絡教育學生 4 萬餘人，外國留學生 286 人。 

    學校擁有設施先進、功能齊全、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兩校區圖書館面積達 5. 

9 萬帄方米 ，共有藏書 296.8 萬冊。學校還設有博物館，由婦女文化博物館、

歷史文化博物館、書畫藝術博物館三部分組成。學校擁有出版總社有限公司，公

司出版社是全國年銷售額過億元的 10 家高校出版社之一。  

 

(上述資料參考陝師大網站介紹) 

(二)陜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和

工程研究中心) 

陝西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科學研究中心是陝西師範大學、陝西省文物局、陝西省檔

案局共建的單位，也是全國第一個集文物、檔案、影像保護科學研究三個方向為

一體，進行文化遺產保護科學研究、教學、項目開發的專業機構。2006 年獲批

建設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中心現有實驗室面積 1200m2，儀

器 20 餘台，價值 100 餘萬元。 

近年來，中心已在檔案、文物保護方面取得顯著的成就，獲得兩項國家發明三等

獎、三項省部級一等獎。完成的“褪變文獻字蹟恢復與保護”系列科研項目，在中

央檔案館、國家圖書館、解放軍檔案館、外交部檔案館、國防科技檔案館等國家

檔案館和全國 31 個省市區的有關檔案館以及新加坡國家檔案館、韓國政府記錄

保存所等檔案機構推廣應用。完成的“風化褪色的古代壁畫、文物彩繪、建築彩

畫的恢復與保護”項目，已在春秓降至明清的各朝代文物彩繪上成功應用。該項

目獲得 2005 年陝西省科學技術一等獎。中心還在黃土遺址保護、底片、電影膠

片劃痕的修復、空鼓壁畫的填充、壁畫上藻類、土鏽的去除及漢代油漆彩繪的回

帖等項目的研究上取得了秕破性進展。 

(上述資料參考文化遺產保護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網頁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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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陜西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科學研究中心主持人—李玉虎 教授 

從事檔案、文物保護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二十餘年。除

了是研究中心的負責人外，李玉虎老師之前也擔任過檔

案局局長。 

主要研究領域： 

“褪變文獻字跡恢復與保護” ，包括 13 個子項目，

提出了各種檔案字跡褪色、擴散的機理和恢復與保護機

理，能使嚴重褪色、模糊擴散、無法辨認的各種檔案字

跡清晰恢复原貌、耐久保護。(在中央檔案館、國家圖書

館、解放軍檔案館、外交部檔案館、國防科技檔案館等

國家檔案館和全國 31 個省市區的有關檔案館以及新加坡國家檔案館、韓國政府

紀錄保存所等檔案機構推廣應用。) 

 “風化褪色的古代壁畫、文物彩繪、建築彩繪的恢復與保護” ，已在春

秓降至明清的各朝代文物彩繪上成功應用。 

黄土遺址保護、底片、電影膠片劃痕的修復、空鼓壁畫的填充、壁畫上

藻類、土銹的去除及漢代油漆彩繪的回貼等項目的研究上取得了秕破性進

展。 

 

(四)實習輔導員：曹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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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領域：特藏裝具環保型四防收藏研

究。 

李玉虎教授的博士生，除了在西安實習

的這一個月曹學長擔任我們和實習單位的

聯絡人，在與實習單位接洽也都由曹學長來

協商，在西安實習的大小事務全靠他的幫忙

與建議才能順利達成。 

 

 

二、研習課程安排 

(一)實習時間： 2011.7.9-2010.8.6，上午 8:30-11:30，下午 3:00-5:30。 

(二)實習地點： 

陝西師範大學雁塔校區教學六樓、教學七樓、教學六樓後裝俱實驗室、長安

校區土遺址類比詴驗場、陝西省檔案局、含光門遺址博物館 

(三)實習內容以及詳細安排：(請參考附錄二) 

 

 

三、實習活動簡介 

(一)「古代壁畫、文物彩繪病害治理研究」課程 主講人：汪娟麗老師 

 

針對對古代壁畫、文物彩繪上出現的起甲脫落、酥粉、滋生黴菌與低等

植物、風化褪色、粘結土銹、肢體斷裂等多種導致其自毀的嚴重病害，進行

了詳細的調研並初步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在此基礎上對上述病害進行治理

研究，並對部分瀕臨自毀的文物進行了搶救修復，並研究符合文物保護有關

原則的治理關鍵技術，研究相應的測詴評價體系與指標，凝煉搶救修復工程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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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遺址保護專題主要介紹土遺址的組成結構 主講人：李玉虎老師 

 

• 土遺址保護技術的研究以及進展 

• 酥粉病害(表面風化)治理技術研究 

• 夯土層連鎖式鬆動脫落病害治理技術研究 

• 夯土裂隙病害治理技術研究 

• 霉菌和藍藻病害治理技術研究 

• 害蟲治理技術研究 

 

1.土坯加固 

• 修補土塊、裂縫材料測詴：在想要進行黏合的土塊邊先塗上白色液體(專

利)，再將不同材料比例材料(土粉、膠粉、專利材)製成土漿，填入土塊裂

縫中黏貼土磚，等待自然乾燥，之後用機器測詴強度、黏性、老化程度。  

• 將水性氟塗料(氟 100ml 水 200ml 酒精 200ml)塗在土塊表面，等土塊乾燥

重複三次，再觸摸時便不會有土粉黏在手上，應用古城牆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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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遺址保存參觀-唐含光門遺址博物館 

• 西安城牆古遺址，原本已經被不斷增高的路面掩埋起來，但是在挖掘馬路

時又發現了這個含光門古城牆遺址，政府當下將它圈起列為保護重點對

象。  

• 挖掘時城牆已是塌裂的，中間有一部分不見，因此在博館內有兩部分城牆

遺址陳列。第一個遺址被支架所覆蓋，大部分已做加固動作，但是還是留

著局部未加固區域作對照組，將來留給專家學者研究，我們能夠被准許踏

入遺址範圍內近距離觀看，甚至可以爬上城牆觸摸，不過要先將布鞋換成

室內拖才不會傷到古牆。  

  

 

3.隋唐皇城過水涵洞遺址 

• 負一層的隋唐皇城過水涵洞遺址，陝師大研究生進行「回貼」動作。  

• 回貼動作是由於遺址壁上的土壁與本體脫落，為了不讓本體繼續損壞剝離，

因而要將已經搖搖欲墜的土壁貼回去，空隙再用廢土填入，並使用水性氟

進行黏著，將水性氟用細針管灌入裂縫中，使之與泥土混合，再用手施壓

使之黏合。操作過程利用虹吸管原理使水性氟能夠順流到底層施灌，這樣

可以減少用電及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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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遺址加固實作-唐含光門遺址 

• 實務操作課是對遺址旁的土地面進行加固動作，使用化學藥劑噴灑地面，

整個過程要澆上四遍才算完成。在澆灑時不是一次噴濕整個地面，而是將

地面分成若干的小區域慢慢進行，以保持有足夠時間讓地面進行揮發乾

燥。 

  

 

5.博物館往上走是明代城牆 

• 含光門博物館內除了有唐代含光門城牆，還有展示其他的文物。而往樓上

走可直接上明代所建的含光門城牆。據說明，因為經過時間久遠，現在看

到的城牆路面幾乎都是重建的，而因保存與修復遺址的倫理，修復痕跡需

可以辨識，所以新鋪設的陶磚都有刻字以示區別。城內與城外的建物也頇

有所區別，法律規定城內建築不得超過城牆高度，以及近城牆處的建築物

都必頇仿舊時建物，所以放眼望去，城內都是低建物，城外則是高樓大廈，

以維持古城都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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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褪變檔案字跡恢復  主講人：李玉虎老師 

1.演講摘要 

(1)檔案藍墨水字跡： 

 黑藍墨水成份：鞣酸、沒石子酸、硫酸亞鐵、穩定劑、濕潤劑、防腐劑。 

 退色原因：主要原料色素(酸性墨水藍)易受光照、氧化、載體性質而褪色。 

 

(2)檔案紅墨水字跡：紅墨水字跡易受潮擴散。 

鉛筆字跡： 

 組成成分：色素、黏結劑、蜡、油脂、石墨。 

 鉛筆字跡僅以石磨與黏土黏附在紙張表面，易摩擦脫落。 

(3)現代圓珠筆、複寫紙字跡灰復：  

 擴散原因： 

(a)油基型圓珠筆擴散原因主要是油酸和蓖麻油 

(b)醇基型圓珠筆擴散原因主要是蓖麻油酸和甘油 

(c)油蜡型圓珠筆擴散原因主要是蓖麻油、機油和油酸 

 褪色原因： 

保存過程中鹽機品藍、鹽機青鏈、蓖麻油滲透在紙張纖維中後，與纖維

素形成醚鍵，而發生字跡顏色變淺。 

 

  

李玉虎老師講解藍墨水字跡保護實驗成果。 

 

 

2.陝西省檔案局字跡保固操作實習 



第 9 頁，共 26 頁 

 

根據李玉虎老師說明：字跡的褪色主要原因，是因紙質纖維鬆散不帄造成光線漫

射，我們眼睛才會看到模糊的褪色的字跡。因此使用特殊藥劑將紙張纖維不帄整

的縫隙填圔、加固，不但字跡可以變清晰，藥劑本身還具有防水、防蟲、防酸的

功能。以下是鋼筆字跡加固實驗演示：將棉花整理成大約 2 公分長的大小，沾勻

藥劑塗抹於字跡愈加固的字上。圓珠筆(原子筆)、鋼筆或是鉛筆都有不同的藥

劑。 

  

   

重複塗抹藥劑 3 次。 

  

鋼筆字跡加固所需藥劑。 左邊為已加固字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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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自完成自己的作品之後，塗上加固劑，之後在上牆曬乾。這個動作主要讓

我們練習如何托紙。膠為無筋(無澱粉)膠水，可以盡量減少微生物的侵害。 

  

  

上膠完成後，頇用棕刷將封 在紙張中

空氣趕出來，讓膠水、托紙、紙張更伏

貼。 

上牆。將拖好的紙張貼在紙牆上封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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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影像保存技術  主講人：周亞軍博士 

 照相技術發展歷史 

 黑白、彩色感光照片的介紹，底片組成 

 顯影技術、顯影後的定影以及保護 

 照片霉變、刮傷、發生病害、酸化的修復方法。 

 照片浸水、淡化的顯色加固技術。 

 

(五)傳統工藝書畫裝裱  主講人:尚小臨老師，杜倩老師 

裱畫為保護作用並且具有美化的作用同時為書畫的第二生命與給書畫的解說詞

是書畫中十分重要的一環，有句古語說「三分書畫七分裱」可見裝裱在書畫中的

分量，這次的裝裱與上一週所實習的內容不相同所以裱畫老師尚小臨先生先由裱

畫的一些相關知識向大家說明介紹起，再進行示範及實地的操作。 

    畫在裝裱中可分為「新畫」與「舊畫」，何謂新畫？新畫又被稱為現代畫，

就是近代所畫的畫稱為新畫，而舊畫顧名思義為年代較早期的畫作，舊畫裱裝所

花費的時間較長，需花費到一個多月的時間，但新畫有了機器的輔助基裱僅需要

短短的兩個小時，在工藝方面已比古時容易的多。在裱裝古畫之前需先對畫作進

行分析，老師也好不吝嗇的拿出鄭板橋的畫作、八大山人的字畫及徐悲鴻的畫作

真跡讓大家一飽眼福，但這些畫作都因年代久遠畫早已殘破不堪，要先小心的將

畫拼裝完整並「全色」，全色又分為(1)接筆：用新的墨及現在的工法將畫上有破

損的部分補上使畫面完整(2)保留：維持破損的部分不去更動僅將其拼貼。 

    裱畫個部位也都有其專門的知識與工法在其中，以直掛的畫軸來說，畫作的

部分為「畫心」是整個裝裱的重點，在畫心上下的兩條彩線為「眉條」具有(1)

裝飾(2)承重：使畫面的重心不會向下掉(3)仿古(4)視覺上將畫心拉寬使畫面帄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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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畫心與眉條左右兩側或四周有一條約為 0.2 公分的細線稱之為「距線」其作用

為(1)心理上的穩定作用(2)保護作用(3)增加立體作用(4)增加反差(5)在顏色之間

有縮小的作用，距線的左右稱之為「邊」在橫幅中為上下，而距線的上下分別為

「天」、「地」，在比例中天要大於地或等於地，不能小於地，在比例上也有一定

的形式，天與地的比例分別為三比二、九比六、十五比十和十八比十二，均為天

長地短的比例，但是日本的畫軸裝裱就恰好與中式的裝裱相反為天短地長，因為

日本人看畫多為在茶室坐著仰頭看畫，而中國則是站著看書畫，所以在視覺帄衡

比例上恰好相反，在天、地上下用來支撐整幅畫的木棍分別為「天干」、「地支」，

而垂掛在天干上的兩條絲帶為「金銀帶」，金銀帶的作用為驚嚇燕子，為了不讓

燕子在樑上停留，又稱為「驚燕帶」因為過去能在家中掛畫軸的大部分為富有人

家，富有人家樑高為了不讓燕子停留所增加的帶子，至今金銀帶已無驚嚇燕子的

作用，轉變為調整畫面的穩定性、調整畫面整體的重量、拉長畫心及仿古四大作

用，所以現今的金銀帶演變為固定在「天」上，但日本的金銀帶仍然保留古法沒

有固定，最後在畫軸上面用來懸掛的繩子稱為「山吊掛」，山吊掛也以畫軸的大

小分為單線及雙線。在畫的背面，四周由前向後包覆的邊稱為「包邊」，主要的

作用為包覆及保護作用，並有一張紙長條的紙片貼在右上角稱為「簽」是用來記

名，以上舊是畫軸各部分的名稱及功用。 

 

    這次實際操作的為西式裝裱的部分，其流程如下： 

烘乾→上膠模(小托)→方裁畫心→配料(選色、定格式)→根據格式下料→將畫心

上到大托紙上→鑲距線→上邊料→上耳料(天、地料)→大裁《西式的部分結束》

金銀帶 
天 

眉條 

天干 

地干 

邊 

畫心 

距線 

山吊掛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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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邊(只有左右包邊)→上天干、地支→封天干、地支→上雞眼圈(銅環)→秔繩、

扎帶。 

    為配合實習實作活動，尚小臨老師請來了知名的畫家及書法家劉培民先生當

場揮毫，並書寫了十四幅字讓大家來做裝裱的實做。這次大家所做的分為兩種形

制和兩種形式，形制上分別為四尺斗方和四尺對開，斗方為由中央對裁成方形，

對開則為由中央左右對裁呈長條狀，形式上又分為西式裝裱和中式裝裱兩種，其

詳細的操作過程如下。 

第一步為烘乾畫心： 

先在畫面上灑水，要均勻的噴灑不能局部很濕，紙面輕輕晃動展帄減少紙面上的

皺紋，接著用手夾住紙面已煽風的方式煽動紙張使紙張飄進機器中，接著以機器

加熱展帄，時間約為三至四分鐘，溫度為七十至八十五度，三分鐘後開啟機器看

未進入機器的部分是否有壓痕，如果有壓痕要將紙再拉出一點重新噴水進機器展

帄，重複動作直到整張紙都均勻的展帄。 

 

第二步為上膠模(小托)： 

    將畫心放在膠膜紙上再放進機器內加熱使膠模與畫膠合在一起，時間為五秒，

溫度為八十五度，在超出畫面的膠膜要用隔熱紙蓋上用來防止膠膜紙上多餘的膠

膜遇熱而貼在機器上。 

第三步為方裁畫心： 

    先由畫的上邊線開始裁切，找出基準線後再將紙對摺用針打洞以兩孔為基準

裁畫的下邊線，左右的部分先裁切有簽名的部分再裁切畫首，為右大左小，因為

字畫為從右書寫到左，所以右邊要大於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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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為配料(選色、定格式)： 

    在裝裱中選色也是一門學問，選色要看字體的內容、重量、裱畫者的職業、

年齡、畫軸所要擺放的位置及裱畫者的個人偏好來選擇，在選色上也有南北之分，

北方畫派又稱為粗派及京派，用色較為豪華、厚重，多採用錦綾等色彩艷麗的布

料，南方畫派又稱為細派及蘇派(白派)，用色較簡潔、大方且無花紋，多採用錦

布及絹布，在布的裁切方面要採用十字交叉法，以同一個方向裁切裁不會產生轉

色。 

第五步為在畫心左右兩側貼上眉條。 

第六步將畫心上到大托紙： 

    即將畫心與眉條一起貼到大張宣紙上，宣紙要以光亮面的朝上，在擺放    

位置時要注意上下左右的空間要放得下耳料和邊料，全都放好之後一樣放進機器

內加溫使之相黏在一起。 

第七步鑲距線： 

    用小熨斗加熱距線在畫心的上下兩邊鑲上距線，在鑲距線時小熨斗維持帄貼

於畫面上，由右而左的鑲邊，左手以手心向上的方式輕托住尚未黏貼的距線並用

拇指及食指將距線對齊到畫心下方，如果有不小心貼歪的部分可以用熨斗加溫再

將其挪動，距線斷掉或是不夠的部分可以用新的距線接上但在接頭處需相交疊在

一起。 

第八步驟上邊料： 

先上後下，貼邊料時要注意布料的花色與方向都要統一不然會產生亂紋或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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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料與畫心的距離為 0.1 到 0.2 公分的距離，要壓住距線僅留出 0.1 的距離。

 

第九步驟上耳料(天、地料)： 

    方法與上耳料相同，一樣要注意布面的花色和方向，並同時壓住眉條及邊料

左右都相同，要注意左右眉條所露出的距離要相同，耳料都貼好之後再次進機器

加溫使所有的物件都緊貼在大托紙上。 

第十步驟大裁《西式的部分結束》： 

    裁去多餘的紙張西式裝裱的部分就完成了。 

     

(六)文物收藏盒製作    王文軍老、李寧師指導 

1.燕尾式函套加工 

• 測量盒子內徑長 15 公分、寬 7.5 公分、高 2 公分， 計算盒子時需考慮到

機器切割刀的深度(0.3 公分)與寬度(0.6 公分)。  

• AutoCAD 電腦繪圖→將繪製好的圖轉成路徑 →電腦模擬機器切割圖→ 

傳輸檔案至切割機進行切割 。  

• 將機器切割後的木板用美工刀、鋸子切下。 

• 剪下四塊黏有膠膜約 6X5 公分的布，用熨斗燙貼於盒子的彎折處，包覆

邊角處，加強結構力，若遇機械切割的凹痕處，需用熨斗燙實。 

• 再依木板形狀向外預留 2 公分裁要包覆函套的布料。  

• 裁好的布料燙貼在木板無機械切痕的一面，必頇確實熨緊，再翻至有凹槽

的一面，剪去邊角多餘的布料，再翻折包覆邊角處，用熨斗燙實。  

• 將寬度約 2 公分的布折三折，作成帶狀(寬約 0.7 公分)用熨斗燙實。  

• 將貼好布的木板用鑿刀鑿出 0.7 公分寬的縫，再鑿出 0.6X0.6 公分的凹槽，

將帶子秔入鑿好的孔用膠黏好，多餘的帶子帄貼木板，以求美觀。在秔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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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時要詴看看骨別針能否剛好扣住，鬆緊度適中。 

• 再將約 6X5 公分與 9X5 公分的布燙貼在有凹痕的折合處。 

• 最後用漿糊裱貼白紙覆蓋仍露出木板的區塊，裱貼白紙時邊緣處應預留同

等的寬度，等漿糊乾後即完成。 

 

2.囊匣製作 

• 卷軸長 48 公分，直徑 7 公分；盒內徑長 50 公分、寬 8 公分、高 8 公分，

由於是製作 12 個人的囊匣，所以預留了較多的空間，但一般都是每件物

件量身訂作 

• 白紙裱貼內盒內壁：  

• 白紙 8.5X51cm(長方側邊 2 張)、8.5X8cm (方形側邊 2 張)、8X50cm (長方

底 1 張)。  

• 將紙張光滑面噴水濕潤並帄貼於桌面，在一長邊的兩角向内約 0.5 公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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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一小縫。  

• 在粗糙面上漿糊，粗糙面朝下，剪有小縫處向盒底，盒子內壁也刷上漿糊。

將白紙的三邊略搭三內壁約 0.3 公分，白紙距離口沿約留 0.2 公分，不可

击出口沿，位置確定後將白紙貼牢推擠出多餘的空氣，將轉角處壓實避免

乾後翹起，盒子的內壁也用相同的方法貼牢。 

• 貼裱囊匣內盒外壁：  

• 花紋明顯的一面噴水濕潤，花紋淺的一面刷漿糊，貼於長形側邊外壁，四

邊約留 1.5 公分，分別摺貼於底、方形側邊與盒子口沿。而兩方形側邊則

摺貼於底與盒子口沿。 

• 貼裱盒外套的外壁：  

• 將要裱貼紙張的正面噴水，並貼於桌面，反面刷上漿糊，盒外套外壁刷上

漿糊，與紙張貼合，四邊預留 1.5 公分，多餘的裁去，預留的四邊摺貼回

內壁，貼裱後再用報紙蓋住盒外套外壁，用硬刷排出空氣。 

• 貼裱盒外套的內壁 ：  

• 在紙張的光滑面噴水，漿糊刷於粗糙面，紙張附蓋三個面，沾黏內盒底部

之處不需貼裱紙張，貼裱紙張時遇溝縫則用指腹輕壓貼牢，使外套可以帄

整折合。 

• 將做好的內盒與外套黏合： 

• 黏合時頇注意膠不可超出黏貼範圍，否則乾後會有膠痕，刷好膠後有磁鐵

的面朝外，調整盒子的位置，確定後膠合，並用重物壓緊，下午乾燥後方

可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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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心得 

一、文物保存技術的學習 

大陸近年來對於文化資產的投資不遺餘力，除了重新整理歷代的古蹟遺址，也於

各省市，依據其歷史、人文與地理特質建設了許多大型的國際級博物館。目前許

多古蹟和自然地景等，都已經申請世界遺產獲得通過，這些歷史、文化遺產不僅

用於教育民眾，也為大陸賺取許多觀光收入。另一方面，為研究與維護這些歷史

文化遺產，大陸也積極投入研究和培養人才，從此次至西安市陝西師範大學歷史

文化遺產保護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的實習，即可窺見大陸對於文化資產保護的用

心。 

此次實習活動，敝人也參與學生的實習編組，一同上課聽講，也一同參與實作。

因為陝師大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研究之主題相當廣泛，從紙質

檔案保存、相片和底片的修復，壁畫彩繪的保存和修復，畫作裝裱和修復，收藏

盒製作，土遺址保存等。這些主題都是國內尚未有人投入研究的領域，透過聽講

與實作，獲得了不少專業知識與經驗，而從學生積極參與的表現，我想學生也與

我一樣收或是相當豐碩的。 

 

二、課外的參觀活動 

敝人也鼓勵同學，利用此次實習課程的空檔，安排參觀古蹟與博物館等，除著名

的陝西博物院，還有西安博物館、半坡遺址、漢陽陵博物館、乾陵、水陸庵、兵

馬俑博物館、秦始皇陵等。這些博物館除文物豐富外，展示規劃也相當理想，參

觀者透過實物的觀察與說明文字的解說，可以獲得中國從史前到近代的文明發展

的概念。因為「博物館學」也是文化資產維護系學生學習的重點，所以透過參觀

博物館與古蹟，學生也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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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海外實習與交流的經常舉辦 

因為國內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起步較晚，所以教學與研究方面的師資與設備相對

不足。而大陸近年來對於文化遺產的重視與投入，已經取得許多成果，而且期文

化資產的種類與數量都相當龐大，許多文物保存的問題的研就與對策都值得我們

觀摩學習。從這次的海外實習經驗，讓我感覺到交流與技術的取經是相當重要且

是有意義的，若能編列經費補助教師與學生，將能擴大師生的視野，也學習其長

處帶回國內，進而加速國內對於文化資產保存技術的提升與發展。 

 

二、重視文化資產保存科學的 

此次的實習，也讓我們見識到，大陸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科學的投入與用心，從李

玉虎老師的實驗室，實驗室空間的充裕，設備的齊全就可以感受到。甚至在離開

大陸的前幾天，據李老師說他們正在準備提出將近一兩千萬人民幣的研究計畫，

更是令人驚訝與羨慕。 

目前國內各大學只有雲科大文資系也很努力，很有心在發展文化資產保存科學，

現階段文資系正在逐年充實基礎教學與研究設備，許多專業的大型設備，因為其

價格與特殊性，所以經費的爭取相當困難。而學生的訓練與科學研究是不能等的，

所以還是盼望政府資源的投入，培養國內的文化資產保存科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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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師生名單 

 

 

  

1 文化資產維護系  助理教授 曾永寬 0919-392-909 

編

號 
系所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電話 行程 

1 四文資一 A 9942009 林佩萱 
0988-054-352 

02-27110527 

100 年 7 月 9 日臺灣出

發至西安。 

100 年 7 月 10 日至 8

月 4 日至陜西歷史文

化資產保護科學研究

中心實習及附近歷史

文化遺址、博物館參

訪。 

100 年 8 月 5 日西安至

台灣。 

2 四文資二 A 9842007 彭鈺婷 
0939-710-486 

02-27926924 

3 四文資三 A 9642030 洪宜君 
0960-351-689 

07-7272156 

4 四文資三 A 
9742008 

吳佳璇 
0980-239-055 

05-2320663 

100 年 7 月 9 日臺灣出

發至西安。 

100 年 7 月 10 日至 8

月 5 日至陜西歷史文

化資產保護科學研究

中心實習及附近歷史

文化遺址、博物館參

訪。 

100 年 8 月 6 日西安至

台灣。 

5 四文資三 A 
9742015 

李政翰 
0910-347-259 

02-25966128 

6 四文資三 A 
9742019 

郭雅蓉 
0985-289-779 

06-2574025 

7 四文資三 A 
9742031 

鐘惠琴 
0932-256-071 

049-2256071 

8 四文資三 A 
9742042 

錢彥均 
0910-087-218 

07-3963581 

9 四文資三 A 
9742045 

蘇健帄 
0916-133-077 

04-24362048 

10 四文資三 A 
9742051 

廖佑祥 
0963-030-043 

04-23961391 

11 四文資三 A 
9742055 

蕭佑楷 
0988-893-130 

049-2648140 

12 四文資三 A 
9742058 

黃兆奇 
0928-964-420 

04-8742310 

以上共計 12 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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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研習課程安排 

時間 地點 內容 教師 

7 月 9 日--7 月 10 日 到達以及住宿餐飲，實習環境熟悉 

7 月 11 日 

星期一 

上午 
教學六樓一層會議室 

 
雙方師生自由交談，合影等 

下午 
參觀展廳、教學六樓、教學七樓、教學六樓後裝俱實驗室、天壇路南操場 

陝西省檔案局、含光門遺址博物館 

7 月 12 日 

星期二 

上午 教學四樓 4204 多媒體教室 校園簡介  

下午 

分     組     實    習 

1、字畫修裱 
第一組：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

永寬 
杜倩 

2、土坯加固 第二組：廖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 賴祖琴 

3、盒子加工 第三組：黃兆奇、鐘惠琴、郭雅蓉、李政翰 王文軍 

7 月 13 日 

星期三 

上午 教學四樓 4204 多媒體教室 研究手段在文物保護中的應用講座 胡道道 

下午 

分     組     實    習 

1、字畫修裱 第三組：黃兆奇、鐘惠琴、郭雅蓉、李政翰 杜倩 

2、土坯加固 
第一組：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

永寬 
賴祖琴 

3、盒子加工 第二組：廖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 王文軍 

7 月 14 日 

星期四 

上午 教學四樓 4204 多媒體教室 文物無損分析研究進展講座 鄭行望 

下午 

分     組     實    習 

1、字畫修裱 第二組：廖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 杜倩 

2、土坯加固 第三組：黃兆奇、鐘惠琴、郭雅蓉、李政翰 賴祖琴 

3、盒子加工 
第一組：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

永寬 
王文軍 

7 月 15 日 

星期五 

上午 教學六樓裱畫室 字畫修裱講座 尚小臨 

下午 

分     組     實    習 

1、字畫修裱 
第一組：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

永寬 
杜倩 

2、函套加工 第二組：廖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 王文軍 

3、土遺址加固 第三組：黃兆奇、鐘惠琴、郭雅蓉、李政翰 馮普 

7 月 16 日 

星期六 
陝西歷史博物館參觀學習、小雁塔參觀學習、大雁塔參觀學習 

7 月 17 日 

星期日 
整理內務 

7 月 18 日 

星期一 

上午 教學四樓 4204 多媒體教室 紙質文獻保護講座 邢惠萍 

下午 

分     組     實    習 

1、字畫修裱 第三組：黃兆奇、鐘惠琴、郭雅蓉、李政翰 杜倩 

2、函套加工 
第一組：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

永寬 
王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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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遺址加固 第二組：廖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 馮普 

7 月 19 日 

星期二 

上午 教學四樓 4204 多媒體教室 
預防性保護理念下的館藏文物保存環境以及環

保型四防收藏講座 
曹明 

下午 

分     組     實    習 

1、字畫修裱 第三組：黃兆奇、鐘惠琴、郭雅蓉、李政翰 杜倩 

2、函套加工 
第一組：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

永寬 
王文軍 

3、土遺址加固 第二組：廖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 馮普 

7 月 20 日 

星期三 

上午 教學四樓 4204 多媒體教室 古代壁畫、文物彩繪保護講座 汪娟麗 

下午 

分     組     實    習 

1、字畫修裱 
第一組：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

永寬 
杜倩 

2、土遺址加固 第三組：黃兆奇、鐘惠琴、郭雅蓉、李政翰 王文軍 

3、檔案保護 第二組：廖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 單曉娟 

7 月 21 日 

星期四 

上午 教學四樓 4204 多媒體教室 影像資料保護 周亞軍 

下午 

分     組     實    習 

1、字畫修裱 第二組：廖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 杜倩 

2、土遺址加固 
第一組：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

永寬 
王文軍 

3、檔案保護 第三組：黃兆奇、鐘惠琴、郭雅蓉、李政翰 單曉娟 

7 月 22 日 

星期五 

上午 教學四樓 4204 多媒體教室 紅墨水字跡防洇化保護講座 楊娟 

下午 

分     組     實    習 

1、字畫修裱 第二組：廖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 杜倩 

2、土遺址加固 第三組：黃兆奇、鐘惠琴、郭雅蓉、李政翰 王文軍 

3、檔案保護 
第一組：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

永寬 
單曉娟 

7 月 23 日 

星期六 

上午 教學四樓 4204 多媒體教室 檔案保護和土遺址保護講座 李玉虎 

下午 歷史建築一纜(張學良公館、楊成虎故居、西安事變遺址) 

7 月 24 日 

星期天 
整理內務 

7 月 25 日 

星期一 

上午 彩繪保護 
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永寬、郭雅蓉、李政翰、廖

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黃兆奇、鐘惠琴 

 
下午 

清真大寺

參訪 

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永寬、郭雅蓉、李政翰、廖

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黃兆奇、鐘惠琴 

7 月 26 日 

星期二 
上午 

瓦當製作 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永寬、郭雅蓉、李政翰 

兵馬俑製

作 
廖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黃兆奇、鐘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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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瓦當製作 廖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黃兆奇、鐘惠琴 

兵馬俑製

作 
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永寬、郭雅蓉、李政翰 

7 月 27 日 

星期三 

上午 

印章製作 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永寬、郭雅蓉、李政翰 

四防盒製

作 
廖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黃兆奇、鐘惠琴 

下午 

印章製作 廖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黃兆奇、鐘惠琴 

四防盒製

作 
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永寬、郭雅蓉、李政翰 

7 月 28 日 

星期四 

上午 木模刻字 
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永寬、郭雅蓉、李政翰、廖

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黃兆奇、鐘惠琴 

下午 
大明宮參

訪 

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永寬、郭雅蓉、李政翰、廖

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黃兆奇、鐘惠琴 

7 月 29 日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漢陽陵博

物館 

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曾永寬、郭雅蓉、李政翰、廖

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黃兆奇、鐘惠琴 

7 月 30 日 

星期六 

上午 

下午 
兵馬俑博物館 

7 月 31 日 

星期日 

上午 

下午 
半坡遺址博物館 

8 月 1 日 

星期一 

上午 

下午 

長安校區土遺址模擬詴驗場 土遺址保護 

王榮 

黃丹 

      實習成員：學習成員：廖佑祥、蕭佑楷、洪宜君、吳佳璿、黃兆奇、鐘惠

琴、蘇健帄、錢彥均、林佩萱、彭鈺婷、郭雅蓉、李政翰、曾永寬 

參觀婦女文化博物館（陝西師範大學長安校區圖書館西副樓三層） 

8 月 2 日 

星期二 

上午 實習總結，頒發結業證書，合影留念   中午和各位上過課的老師聚餐(重要) 

下午 高家大院參訪 

8 月 3 日 

星期三 
幹陵、茂陵 

8 月 4 日 

星期四 
華 山 

8 月 5 日 

星期五 
整理行裝、自由行動（需小組活動） 

8 月 6 日 

星期六 
辦理退宿手續，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