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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覽
總
說

文化部自 2018年推動前瞻基礎建設「重建臺灣藝術史」計畫，進行美術、工

藝、文學、音樂各類型藝術系統性的調查、蒐集、盤整，重建過去被輕忽的

臺灣藝術史與檔案文獻，藉此並串連地方與民間的力量，共同維護保存國家

重要藝術資產。同時透過多元觀點的展演、以重現歷史記憶、再現臺灣藝術

家作品等策略方向，展開與當今生活的連結與對話，進而凝聚建構臺灣文化

藝術知識體系，為未來的世代保存時代的記憶與文化資產。

國立臺灣美術館在執行「重建臺灣藝術史」計畫的目標下，著重臺灣美術在

地發展脈絡與歷史觀點爬梳，於 2018年至 2023年期間，透過精實的學術研

究、出版、作品與圖書史料蒐藏、維修護、數位化應用，策劃逾百檔相關展

覽及推廣活動，呈現臺灣美術發展的時代軌跡與美學特色。期間完成約 800

餘件重要藝術作品的購藏，及時保存與臻補，更加完備 18世紀以來的典藏脈

絡。為完整建構此批重要典藏的知識體系，另規劃「匯流溯源─國美典藏臺

灣早期書畫展」，深入梳理明清迄日治時期（1640-1945）的臺灣書畫美學演

化發展。此外，在 2017年至 2019年間文化部積極推動，促成來自美國爾灣

順天美術館許鴻源博士 670件創作年代跨越半世紀臺灣畫家作品的捐贈案。

本館積極辦理編目整飭、維修護與專題展和活動推廣，獲得各方更多的肯定

與回應，於此六年間相繼獲得黃土水、林玉山、洪瑞麟、莊世和等重要的捐

贈案。本館持續與前輩、資深藝術家、家屬、收藏家等攜手維護藝術作品與

文獻，使臺灣藝術在多方力量的推動下，得以保存維護與傳承，並建構出綿

延深長的文化意義。

此次策劃「致未來世代的美術史」展覽，奠基於上述美術資產的重要典藏和

保存成果，多方呈現國美館多年來推動的重建藝術史工作，整理重點成果包

含藝術品典藏、維修護、文化近用三大主軸分階段展出，展現國美館對藏品

系統化的保存維護與修復觀點、經典作品和藝術文獻的展現與詮釋、藝術知

識議題的研究和策劃、藝術家影音紀錄與研究出版、蘊涵文化平權的藝術近

用與轉譯等綜合內容，呈現藝術發展如何與臺灣文化主體性相互生成，以及

我們如何將藝術的文化意義與資產傳承到未來世代，認識與尊榮自身的歷

史，進而形構未來的前瞻視野。

[ 本展展出作品之典藏出處，除特別標示外，皆為本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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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術
典藏研究脈絡

與

文化傳承



國美館於 2018年至 2023年間購藏許多臺灣早期珍貴繪畫作品，如明清時期

書畫、日治時期臺灣前輩藝術家早期代表性創作及日籍畫家描繪臺灣風土的作

品、及戰後現代主義的經典作品等。這些作品的入藏，豐富了國美館的典藏脈

絡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研究材料，更加完備地勾勒出臺灣美術史自明清、日治一

直到戰後初期的發展輪廓。除了藝術作品的典藏，同時聚焦在各別藝術家的創

作生命史、臺灣與亞洲近現代藝術家的互動關係和學術脈絡，透過一系列的藝

術家研究、傳記和紀錄片，結合不同策劃主題的展覽，探討日治時期臺、府展

之於臺灣藝術發展的影響、藝術家與民間人士的文化倡議及文化意識的萌生、

戰後東西方文化衝擊下的美術新面貌的蘊生等。這些典藏珍品及藝術家創作生

命史相應而生的系列學術研究、影音文獻的整理和展覽，是藝術家、美術館、

研究學者與策展人員、藏品維護者對於臺灣美術史的建構與書寫，同時也是為

未來世代所保留的文化傳承。

展覽規劃在 301展覽室扼要呈現國美館六年間的「重建臺灣藝術史」工作中

的重要入藏與其相應研究脈絡：「早期繪畫藏品的日臺藝術交流與影響」、「風

土敘事的時代觀點」、「抽象藝術的前衛浪潮」與「推動臺灣主體意識的民間

力量」共四個子題。展場中分別呈現作品、藝術文獻與影音紀錄檔案等豐富的

藝術史料，交織各時代的藝術面貌；從藝術家、藝術研究者、民間贊助者等不

同角色，全面探討推動臺灣藝術發展的多種關鍵力量。並在 301-302展覽室

中間連通道呈現國美館自 2012 年起延續文化部「家庭美術館─美術家傳記叢

書」與「臺灣傑出藝術家紀錄片」兩項出版計畫，至今共出版 171本藝術家

傳記與 60多部紀錄片，建構臺灣跨越世代藝術家的創作歷史，透過口述、訪

談影音、保存並拓展研究書寫藝術史的史料。

策展人────黃詠純

展
區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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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美館近幾年在早期書畫藏品有為數不少的收藏，其中包括臺灣與

中日藝術家的繪畫與書法作品。這些珍貴作品的入藏，成為研究臺

灣在亞洲美學脈絡發展的重要線索，國美館因此成為國內在明清與

日治時代，藏品最為豐富完整的研究基地。本區主題聚焦於與臺灣

藝壇關係密切的日籍畫家珍稀作品，以及臺灣前輩畫家的經典作

品。不同於明清時期文人水墨寫意風格的表達方示，臺灣近代美術

在日治時期學院教育，及臺府展的美術機制下，開展出一條不同的

發展道路。臺灣藝術家受到日本新美術觀念與技法的影響，學習具

有寫生意涵客觀的自然觀察、地方風貌的描繪，並透過參與展覽徵

選表達自身美學風格，從中可窺見不同媒材繪畫的美學形式，及風

土主題在臺灣及日本藝術家筆下的脈絡傳承中各自的風格變化。

早期繪畫藏品的

  日臺藝術交流

臺
灣
美
術
典
藏
研
究
脈
絡
與
文
化
傳
承

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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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島武二〈臺灣風景〉，1935年，油彩、畫布，45 x 5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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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原古統〈野花亂開〉

1950年，膠彩、紙本，139.3 x 34.6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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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山〈朱欒〉，1931年，膠彩、絹本，146.3 x 213.7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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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澄波〈淡水風景〉，1935年，油彩、畫布，91 x 117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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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藝術對於風土民情的敘事和美學表現，一直是最能彰顯在地風

格和時代變遷的主題。藝術家的寫生風景，早期來自於學院教育的

訓練，交融著凝視家鄉的在地情懷、來自他人之眼的異國風情、遙

想故鄉的思鄉之情。也藉由風土民俗的議題，反映出臺灣的時代面

貌及文化發展。藝術家林玉山〈橫貫公路寫生隊〉，不同於早期的

山岳視角，記錄著臺灣山岳道路的開發；藝術家李梅樹 1948年的

作品〈郊遊〉，為精緻融合西方經典構圖與在地風土內涵的群像力

作。而戰後大陸渡臺藝術家面對不同的文化、政治環境，將對故鄉

與家鄉的情懷投射於臺灣風景，如藝術家席德進，作品記錄臺灣邁

入現代化建設地景變化的過程。隨著 70年代臺灣經濟發展，90年

代政治解嚴、社會風氣逐漸開放，藝術家陳水財、倪再沁與李俊賢

發起的藝術行動「臺灣計畫」，以風土作品關懷批判臺灣因應經濟

政治地貌變化的狀況，重新提倡臺灣的本土精神。風土作品宛若時

代之鏡，表現臺灣藝術對風土變遷的美學觀點。

風土敘事的

     時代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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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樹〈郊遊〉，1948年，油彩、畫布，162 x 13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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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山〈橫貫公路寫生隊〉，1959年，水墨淡彩、紙本，136 x 2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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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進〈喜事臨門〉，1970年，膠彩、絹本，51 x 44.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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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再沁〈失樂園（二）〉，1993-1994年，水墨、宣紙，55 x 8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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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世和 1930-1960年代的作品及研究文獻的入藏，讓我們有機會窺

見臺灣現代美術初期有關立體及超現實主義風格的探索，開啟具象

與抽象、造形藝術等實驗性概念的諸多討論。莊世和於 1930年代

前往日本留學，學習寫實技法外，進入東京美術工藝學院接觸立體

派、包浩斯、超現實主義等現代藝術的前衛思潮。戰後回臺後他開

始在國內透過藝術團體的成立、藝術畫論和觀念的評論及發表，積

極分享現代藝術觀念，是推動臺灣現代藝術發展的前驅者。

戰後臺灣政治時局的轉變，迎來了東西方兩股現代藝術思潮的衝擊

和交匯，打開臺灣現代藝術發展的新篇章：戰後隨著國民政府遷臺

所帶來現代中國的藝術思潮，加之美援到來的西方趨勢之注入，多

方因素成就臺灣現代藝術厚植發展的沃土。「五月畫會」與「東方

畫會」於 1950年代成立，為臺灣兩大重要前衛藝術團體。「五月

畫會」帶動臺灣抽象藝術與水墨創新，此次展出如莊喆、韓湘寧與
陳庭詩等作品。另受李仲生教學影響而觸發組成的「東方畫會」，

則以抽象形式表現東方精神，此次展出歐陽文苑及霍剛等作品。本

展區展現戰後初期具前衛實驗精神的現代藝術之抽象、幾何等造形

表現及後續發展。

前衛浪潮

抽象藝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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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喆〈曲終人不見〉，1964年，複合媒材，114 x 76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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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世和〈山的聯想〉，1990年，油彩、畫布，116.5 x 9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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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剛〈抽象 2010-053〉，2010年，油彩、畫布，150 x 100公分。

-21-



韓湘寧〈大中小〉，1968年，油彩、畫布，176 x 140公分 x 3件（總尺寸：176 x 42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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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藝術的發展中，除了藝術家透過個人精彩的藝術創作及美學語

彙寫下一頁又一頁的歷史篇章，隱身其後的重要推手還包括收藏家、

評論家、贊助者。這些鮮為人知的關鍵角色，在日本殖民時期，隱身

在文化運動下提供藝術創作者所需的支持。在外交的困境之下，他們

將收藏臺灣藝術視為文化的主張與行動，有系統地購藏臺灣藝術家作

品，並無私的捐贈國家為後代保留文化資產。這些民間力量和藝術背

後的推動者參與了臺灣藝術的發展，國美館透過近年「進步時代—臺

中文協百年的美術力」、「海外存珍—順天美術館藏品歸鄉展」的策

展觀點，為臺灣藝術史研究開展另一研究路徑。

日治時期的民間力量，如臺灣文化協會的在地仕紳林獻堂與楊肇嘉，

以購藏、出席展覽會、引薦人脈、資助鼓勵當時臺籍藝術家持續創作，

成為專職藝術創作者。他們視藝術為文化精神的表現，期待臺灣藝術

家於公開展覽會與日本作品一較高下，向世界展現臺灣人的精神。

七〇年代起，順天美術館收藏創始人許鴻源博士深受藝術評論家謝里

法《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一書的啟發，在海外以個人力量收藏
臺灣自日治時期到戰後近一世紀，共 670餘件的藝術作品。秉持著「為

臺灣人留下一份文化遺產」的心願，這批深具意義且豐富可觀的藏品

在 2018年由許鴻源博士家屬全數無償贈與國家，為臺灣藝術史的書

寫作出重大貢獻。

推動臺灣主體意識的  

          民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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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三郎〈持扇婦人像〉，1934年，油彩、畫布，131 x 8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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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雪湖〈萊園春色〉，1939年，膠彩、紙本，220 x 14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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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樹〈許鴻源博士夫婦〉，1980年，油彩、畫布，129.5 x 10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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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繼春〈淡水遠眺〉，1953年，油彩、實木板， 22.5 x 3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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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術
作品的

保存與修護



國美館推動文化部「重建臺灣藝術史」國家政策目標，為保存臺灣美術文化

資產與歷史價值，在國家前瞻基礎設建計畫支持下，2018年起執行計畫內

容至 2023年止，累積 800多件經典作品購置典藏，及美國爾灣順天美術館

無償贈予文化部 670件作品，與臺灣藝術家林玉山、洪瑞麟、莊世和及張萬

傳家屬大批捐贈作品與相關文獻資料等，這些入藏的珍貴藝術作品，作品創

作年代橫跨臺灣明清至日治時期到戰後 1960-1970年代為主。

這些早期藏品橫跨年代至今久遠，在臺灣氣候與環境等因素影響下產生劣化

狀況，本次透過前瞻計畫重建臺灣藝術史典藏維護整飭計畫的修復工作，恢

復往日作品光彩。本展區特以國美館 2018年起執行重建臺灣藝術史計畫內

容之精選重要典藏品及各類媒材修護案例介紹，分為四大子題展區：「整飭

與科學的視角」、「媒材與時代的挑戰」、「決策與倫理的對話」、「歷史與經

典的再現」，精選各類媒材重要典藏品修護案例回顧，由作品入藏美術館流

程的整飭維護，到作品修護過程中所發現的修護痕跡，延伸出藝術家創作材

質種類不同與使用媒材的特殊性，其修護方式與如何選用適當的修護填補材

料，影響畫作日後保存的重要性；並藉由將作品基底材置換適當材料的保存

維護案例，與大型作品展示功能的需求，所做特殊展示裝裱的保存維護措施

案例，體現國美館對藏品永續保存和展示功能的關注。藉由這些修護完成重

要的經典作品，將作品修護過程呈現給社會大眾，使觀眾更了解臺灣美術史

的藝術家與作品背後典藏維護的工作。

策展人────陳達芬、戴妏珊、李文元

展
區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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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入藏美術館時經由作品建檔、整理和檢視調查建立藏品基本

資料的過程，為典藏作業流程中的檢視登錄並依據作品狀況、尺

寸、媒材等因素，規劃設計合適的保護措施進行整飭維護，與科

學檢測應用補足了人眼難以分辨的作品內部結構、材質成分與特

性，進而得知藏品隱性的保存維護需求，為後續修護規劃奠定依

據，並達到更妥善的修護成果與更精準的內容詮釋。此區展示文

化部大批捐贈案例的整飭維護展示與科學檢測運用在作品維修護

過程中，如油畫顏料層 X光檢測下隱藏的另一幅畫作；利用紫外

線分辨作品上的大量補筆或黴斑，協助修護師回復畫作樣貌；畫

作顏料成分分析等案例。

整飭與科學
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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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保護措施類型

紙本作品 L型無酸檔案夾

紙本作品開窗夾裱

資料盒型

立體作品無酸保護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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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崑德 〈公園 (橋 2)〉，1943年，油彩、畫布，72.3 x 99公分。

修護前

X光攝影下隱藏一幅裸女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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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樵〈玫瑰花〉

1980年，油彩、畫布，

38 x 45.5公分。

逆時針 90度翻後，轉掃描式的 X射線螢光光譜

分析儀（Scanning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er），

鐵元素分布圖可見隱藏一幅靜物畫。

修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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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臺灣政治與社會歷史變遷，從日治時期橫跨二次戰後至 1960-1970 年代

前後的臺灣美術歷史背景下，不同於過往的傳統書法、水墨畫為創作媒材，

繪畫創作媒材與材料延伸至以油彩做為媒材創作的油畫作品，以及使用多樣

不同媒材的創作特色。由於藝術品各項媒材都擁有獨特的質地和特性，修護

工作不僅是技術上的挑戰，更是一項對藝術品創作理念的尊重與保存，因此

修護師需具備跨學科的知識，以確保制定的修護方案能穩定物質狀態，同時

也能保留媒材的獨特性質與效果呈現，因應藝術家創作獨特的風格與使用媒

材材料特性，掌握作品媒材的特性不僅是體現在藝術家的技巧上，更是在制

定修護方案時的考驗，透過作品修護案例，說明不同媒材的修護方式的差異

對比與不同媒材保存維護方式。

                                 

媒材與時代
的挑戰  

修護前，側面光下膠彩顏料層翹

起、龜裂。

修護後，作品顏料層恢復平整。

林之助〈孔雀開屏〉，1982年 ，膠彩、紙本，139.5 x 19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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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護前 修護前，紫外線下褐斑狀況。

修護後，褐斑淡化。

作品缺失處，使用

紙質填補材料，填

補前露出下層白色

底層（上圖），填補

後模擬紙張質感與

色澤（下圖）。

廖修平〈屋〉，1965年，水彩、墨、畫仙板，32 x 41公分。

莊喆〈疑似朝陽照林巒〉，1964年，複合媒材，111 X 75公分。

修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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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作品的典藏也不斷面對時間與維修護技術與材料的考驗，將更深

入探討美術館在保存維護作品上如何做決策。首先將呈現藏品修護多

面向的考量，不僅在修護技術、材料的選擇，更重要的是能否忠實呈

現藝術家的創作意圖，包含藏品意涵、美學和裝裱型式等真實性及倫理

問題，探討修護的倫理概念與原則。以經典臺灣美術作品的維修護案例

如林朝英〈草書鵝群書〉書法、葉化成〈四季山水圖〉水墨畫分別展示

修護後書法作品恢復正確的文意與格式，與水墨聯屏的四季順序；接著

以不同的書畫作品討論作品因美學、形式或材質特性之不同考量，在修

護後更改或回復原有的裝裱形式，讓觀眾初步了解修護的「真實性」

(Authenticity)概念。隨著修護技術日新月異，修護材料的發明及技術演

進，發展出更多技術工法，透過不同油畫的托裱與補色技法，說明修

護的「可逆性」(Revers ib i l i ty )、「可再處理性」(Re-treatability)與「最

小干預程度」(Minimal intervention)原則，以及專業修護材料使用影響

畫作日後保存的重要性；並藉由將作品基底材置換適當材料的保存維護

案例，與大型作品展示功能的需求，所做特殊展示裝裱的保存維護措施

案例，體現美術館對藏品永續保存和展示功能的關注，同時也從歷史借

鏡中形塑出當代倫理的樣貌。

                                    

決策與倫理
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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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崑德〈溪谷春日〉，1969年，油彩、木板，60.5 x 72.6 公分。

許武勇〈丘上之街（臺灣）〉，1943年，油彩、畫布，60.5 x 71.5公分。

修護前，作品正面全幅。

修護前，作品正面全幅。

修護前，三夾板

分層、變形、多

裂痕，影響畫作

穩定。

修護前，作品背面

全幅使用蜜蠟來進

行畫布襯裱，造成

滲透整個畫布結構

與不平正。

修護後

修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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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護前 

林朝英〈草書鵝群書〉書法手卷，其作

品畫心裁切分為 9段，前人重裱時，未

依釋文內容順序排序及拼接製作裝裱。

修護後
林朝英〈草書鵝群書〉書法手卷作品，

依釋文順序，恢復作品的內容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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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朝英〈草書鵝群書〉 ，1815年，書法、紙本， 31 x 57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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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灣美術史典藏特色範疇之重要藝術家經典作品的修護成果展

示，包含臺灣早期書畫作品臺灣關係書畫家之繪畫王霖 (約嘉慶 -

道光咸豐年間 )〈花鳥四屏〉，林玉山家屬捐贈之 1923年林玉山

17歲時所繪第一件虎畫〈下山猛虎〉掛軸及現存林玉山唯一的油

畫作品〈父親肖像〉，與廖繼春現存最早的油畫作品〈自畫像〉、

楊三郎早期描繪法國巴黎風景〈噴水池〉，另執行「文化部藝術

品及相關檔案搶救修復寄藏計畫」，修護在民間重要作品後贈予

本館的莊世和〈重生〉油畫、〈習作獅子〉水彩畫等。經由這些

修護完成重要的經典作品，將藝術品修復過程呈現給社會大眾，

使觀眾更了解臺灣美術史的藝術家與作品背後典藏維護的工作，

美術館保存維護追求的不僅是作品收藏，更期望能將作品的意涵、

價值及功能完整的承接、照護並傳給未來的世代。

                                    

歷史與經典
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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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三郎〈噴水池〉，1937年，油彩、膠合紙板，32 X 41公分。

修護前，畫作因保護層凡尼斯黃化，影響視覺呈現（上圖），

修護後，畫面色彩與線條明顯（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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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霖〈花鳥四屏〉

1812年，彩墨、紙本，135 x 40 公分 x 4件。

作品修護前，整體皺曲不平整，橫向皺折痕分布與畫心黃化暗化

不均。裝裱老舊脆化，幾處斷裂痕造，成天地桿與裱料部分分離。

修護前透光下，蟲蛀缺失處，補紙不當，厚度不一致，造成整體

不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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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霖〈花鳥四屏〉作品修護後，重新製作四聯屏掛軸裝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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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山〈下山猛虎〉

1923年，水墨淡彩、紙本，132.1 x 39.1公分。

修護前 側光 透光

修護前，作品上方有水漬痕及霉斑。側光下，畫心折痕不平整。 

透光下，前人補紙與貼頂條修補痕跡明顯。

修護後，畫面平整亦清除水漬痕及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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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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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繼春〈自畫像〉，1926年，油彩、木板，33 x 23.7公分。

修護前

修護後，局部放大

修護前，畫作表層覆蓋許多灰塵、

髒污、黴班等，使作品無法呈現原

有色彩（上組圖），修護後顏色鮮

明（下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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