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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台中「東女慈聖宮一般古物-同治拾年下哩仔庄迎媽祖大旗」為例，探討織品文物的修復與保存技術，

以提高織品文物修復之成效及文物的保存年限。建立一套可行的織品文物之修復、保存的技術及方法，本文針

對文物現況進行分析評估，透過文獻調查、擬定文物的修護方針與計畫，於修復過程依循修復倫理，並詳細記

錄、分析其修復過程與方法。研究結果顯示，本文所採用的修復技術和方法可有效保留文物原本的歷史價值和

文化意義，同時為相關修復案例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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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精要： 

    現今社會，隨著文化意識的抬頭，對於文物修護

保存工作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然而，在織品修護這

一領域，案例卻非常稀少。因此，本研究選擇以臺中

市烏日區東女慈聖宮所藏「同治拾年下哩仔庄迎媽祖

大旗」修護計畫為例，探討織品文物的修復與保存技

術，以達到提高修復效果和文物保存年限為目的。 

在修復方針上，本文遵循可逆性和最小干預原

則，以保留文物原有的歷史訊息為主要考量，同時避

免對文物造成損傷。在修復過程中，本文嚴格遵守修

復倫理，並紀錄和分析修復的過程和方法。透過修復

前置作業、文物現況調查(右上圖)與材質分析、文物

修復方針及程序(會依據文物現況進行擬定)、修護成

果、文物修護後保存與展示建議，建立一套織品文物

修復與保存技術的方法。早期民眾對刺繡織品的保存

觀念不足，織品文物保存實屬不易，遇到文物劣化狀

況通常會請坊間繡莊或裁縫師進行修補(右下圖)，但

修補人員採用不當的補片與車縫，嚴重影響織品文物

本身的布料與安全性，因此，移除不當修補痕跡、全

面性文物補片加固，罩網保護、最後參考原縫合位置

進行縫合處理。 

    研究結果顯示，建立一套修護方針能夠有效地保

護織品文物，保留更多的歷史痕跡，同時防止文物狀

況進一步惡化，恢復文物的美感和完整性。綜合而言，

本文以「同治拾年下哩仔庄迎媽祖大旗」修護案例，

擬定修護與保存方法，提供日後研究工作的參考依

據，期盼對臺灣文物修護保存工作有著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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