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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順天美術館捐贈作品點交及

包裝運輸返台案 

 
 

 

 

 

 

 

 

                      
服務機關：國立台灣美術館 

姓名職稱：羅鴻文 副研究員 

派赴國家/地區：美國/洛杉磯 

出國期間：108 年 7 月 14 日至 7 月 26 日 

報告日期：108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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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  匯出

提  要  表

系統識別號： C10801993

相關專案： 無

計畫名稱： 接受美國洛杉磯美術場館捐贈作品派員前往點交、包裝運輸返台

報告名稱： 美國順天美術館捐贈作品點交及包裝運輸返台案

計畫主辦機關： 國立臺灣美術館

出國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 職稱 官職等 E-MAIL 信箱

羅鴻文
國立臺灣美術

館

典藏管理

組
副研究員 薦任(派) 聯絡人

hw2019@art.ntmofa.edu.tw

前往地區： 美國

參訪機關： 順天美術館  

出國類別： 考察

實際使用經費：
年度 經費種類 來源機關 金額

108年度 本機關 國立臺灣美術館 128,000元

出國計畫預算：
年度 經費種類 來源機關 金額

108年度 本機關 國立臺灣美術館 128,000元

出國期間： 民國108年07月14日  至  民國108年07月26日

報告日期： 民國108年09月18日  

關鍵詞： 順天美術館  

報告書頁數： 6頁

報告內容摘要：

順天美術館創立於1993年，收藏台灣日治時期至當代藝術家重要畫作600餘件。1975年創辦
人許鴻源博士移居美國，1991年辭世後，其長子許照信先生為實現許博士生前的心願及順天
美術館許照信董事長與文化部於107年正式簽署捐贈意向書。本次出國即依循前述的雙方合
意捐贈意向，妥善完好將652件台灣藝術作品運抵回台。  

報告建議事項：

建議事項 狀態 說明

為作品長久保存，應立即進行作品整飭及修復，並辦

理作品數位化及資料詮釋等工作。
已採行  

加強宣傳此一捐贈活動，並搭配日後相展覽或調查工

作，讓更多台灣藝術品捐贈回台
已採行  

電子全文檔： C10801993_01.pdf  

附件檔：  

限閱與否： 否

專責人員姓名： 潘麗婉  

專責人員電話： 04-23723552 分機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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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內容 

 
壹、前言 

    順天堂藥廠創辦人許鴻源博士夫人許林碖女士於 1993 年創立順天美術館，收

藏台灣日治時期至當代藝術家重要畫作600餘件。1975年許鴻源博士移居美國，1991

年辭世後，其長子許照信先生為實現許博士生前的心願：「這些畫是台灣人的共同

財產，有一天要回到台灣安善地方展覽與保存。」鄭麗君部長 107 年至美國爾灣

(Irvine)與順天美術館許照信董事長及陳飛龍館長正式簽署捐贈意向書。本次出國

即依循前述的雙方合意捐贈意向，妥善完好將 652 件台灣藝術作品運抵回台。 

 

貳、工作安排 
 一、本次出國主要是與順天美術館點交 652作品，並逐件狀況確認、包裝並裝箱(圖 1)。 

日期 工作紀要 備註 

7月 14日(日) 桃園機場-洛杉磯機場抵達  

7月 15日(一) 抵達順天美術館 討論工作細節  

7月 16日(二) 檢視及包裝工作  

7月 17日(三) 檢視及包裝工作  

7月 18日(四) 檢視及包裝工作  

7月 19日(五) 檢視及包裝工作  

7月 20日(六) 檢視及包裝工作  

7月 21日(日) 無  

7月 22日(一) 檢視及包裝工作  

7月 23日(二) 檢視及包裝工作  

7月 24日(三) 檢視及包裝工作  

7月 25日(四) 洛杉磯-台灣  

7月 26日(五) 飛抵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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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二、檢視登錄表如(圖 2)，包含作者、尺寸、作品狀況描述等，以確定作品當下的 

      保存現況。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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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順天美術館」、「國美館」、「Gander&White」(美國當地的運輸公司) 、「安全包裝」

四方點收確認件數及狀況無誤(圖 3)。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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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包裝材料與方式確認 

     (一)框      類：以無酸紙、氣泡布或柔軟綿布包覆作品，使用之材料為首次使用之            

                    新品，包括潔淨之無酸紙及無酸紙板(圖 4)。 

     (二)無框畫心類：以無酸紙包覆作品後，，在塑膠圓筒上先包覆無酸紙一層備圓筒作    

                    為軸心，再將作品滾捲於塑膠筒上。 

(三)雕塑品類  ：以泰維克(Tyvek)防水透氣布包覆放入木箱，空隙內以高密度泡棉 

               填塞，底層再以高密度泡棉為緩衝。 

   

        
                                    圖 4 

       (四)外      箱： 

          1.作品包裝木箱外觀適度標示本館中英文名稱標記，也無出現包含暗示箱內物 

            品為藝術品的信息。 

          2.作品木箱須進行防潮防濕及作品安全固定之內裝材料處理，確保作品運送 

            安全。於外箱側面顯眼處標記警示符號，如 RAGILE 等等，並標記箱號 

            (圖 5)。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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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此批作品是許鴻源博士畢生的收藏，在台灣官方還未成立美術館之前，許博士

已為台灣藝術史作奠基保存的工作。包括日治時期前輩藝術家如陳澄波、廖繼春、

李梅樹、郭雪湖等人，以及 1970、80年代赴美留學的藝術創作者，如謝里法、廖修

平、薛保瑕等人，都是臺灣美術史重要藝術家。透過這次活動，民間與政府共同努

力促使這批珍貴作品回家，讓臺灣藝術典藏體系更加完整，也為重建臺灣藝術史的

工作奠定重要基礎。再者本人能實際參與包裝運輸，實地接觸作品保存現況，對於

藝術家用筆風格及媒材掌握能有進一步的認識，對未來保存藝術作品的專業有莫大

助益。 

 

肆、建議事項 

一、為作品長久保存，應立即進行作品整飭及修復，並辦理作品數位化及資料詮釋等工

作:藝術品如同其他有機物質亦有生命週期，經歷數十年的歲月不免有髒汙、破損、

裝裱脫落等現象。為了未來長久的保存，應進行立即性的修復處理，並將作品數位

化及資料詮釋等工作。同時為規劃專題展覽，可進行一系列的研究、展覽及教育推

廣活動規劃。讓大眾更能一睹屬於所以台灣人的藝術珍寶。 

二、加強宣傳此一捐贈活動，並搭配日後相展覽或調查工作，讓更多台灣藝術品捐贈回

台:此為指標性台灣文化盛事，足供文化部駐外單位，例如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台北文化中心、駐法國代表處台灣文化中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台灣文

化中心等，可加強宣傳此一捐贈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