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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展互動方式──以一九九五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與羅浮宮博物館

合作展為案例 

周功鑫 

Inter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xhibitions: Based on an Exhibition Jointly Presented 

b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the Musée du Louvre in 1995 / Chou, Kung-Shin 

 

摘要 

 

博物館管理為實務管理學的一種，理論可助其發展，然因每所博物館有其特

殊屬性、收藏與條件，在管理上，博物館工作人員的經驗也就難能可貴。因此，

博物館管理需要理論，同時也需要累積的實務經驗。這些經驗可謂博物館珍貴資

產。 

筆者服務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共達二十七年（一九七二～一九九九），因負責

展覽組工作達十六年，曾策劃過各種大小展覽，今應國立台灣美術館邀請參加「國

際交流的拋物線連結」論壇，並以實例論述。筆者將一九九五年由故宮與羅浮宮

博物館合作舉辦的「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西洋風景畫──羅浮宮博物館珍藏展」

策展經驗略作整理，並提出與大家分享切磋。 

博物管展覽實務所涉及層面多元而複雜，國際展尤甚。為求本文更能集中論

述，筆者僅就一九九五年故宮與羅浮宮合作舉辦的「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西洋風

景畫──羅浮宮博物館珍藏展」展覽中與展品及展場相關業務，如展品選擇與研

究，展場規畫、設計與執行以及展品維護等工作之互動方式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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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博物館管理為實務管理學的一種，理論可助其發展，然因每所博物館有其特

殊屬性、收藏與條件，在管理上，博物館工作人員的經驗也就難能可貴。因此，

博物館管理需要理論，同時也需要累積的實務經驗。這些經驗可謂博物館珍貴資

產。 

筆者服務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共達二十七年（一九七二～一九九九），因負責

展覽組工作達十六年，曾策劃過各種大小展覽，今應國立台灣美術館邀請參加「國

際交流的拋物線連結」論壇，並以實例論述。筆者將一九九五年由故宮與羅浮宮

博物館合作舉辦的「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西洋風景畫──羅浮宮博物館珍藏展」

策展經驗略作整理，並提出與大家分享切磋。 

博物管展覽實務所涉及層面多元而複雜，國際展尤甚。為求本文更能集中論

述，筆者僅就一九九五年故宮與羅浮宮合作舉辦的「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西洋風

景畫──羅浮宮博物館珍藏展」展覽中與展品及展場相關業務，如展品選擇與研

究、展場規畫、設計與執行以及展品維護等工作之互動方式提出報告。 

 

二、 展覽緣起 

 

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十六日至八十五年一月十五日的「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西

洋風景畫──羅浮宮博物館珍藏展」是故宮繼民國八十二年二月至四月的「法國

瑪摩丹美術館珍藏莫內與印象派名家作品展」之後的另一次大型國際展。 

此展緣起可回溯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初，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先生應

法國外交部邀請前往巴黎訪問。當時邀請秦院長主要目的為商議法國一九九八年

在巴黎大皇宮舉行的「帝國回憶－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展」借展故宮藏品之法律

問題。筆者因當時負責展覽業務及諳法語，隨行秦院長前往。此次訪法在與法國

外交部會談後，乘在巴黎之便，秦院長伉儷在法國外交部安排下參觀羅浮宮博物

與會晤前羅浮宮館長拉克洛德先生（Mr. Michel Laclotte）。當時羅浮宮博物館為

全世界矚目焦點，聞名遐爾的貝聿銘玻璃金字塔甫於前一年一九九二年完成並對

外開放，羅浮宮博物館有如一顆明珠向世界燦放光芒，全世界遊客都湧向羅浮宮。

羅浮宮博物館在當時的盛況下，當秦院長向拉克洛德館長提出借展意向時拉克洛

館長的婉拒是可理解的。他表示羅浮宮博物館擴建完成後，展出空間擴大，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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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亦多，恐不容再外借。秦院長於是馬上轉移話題，邀請拉克洛德館長到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觀。拉克洛德館長雖常訪日本但不曾到過台灣，在秦院長誠摯

邀請下，即訂訪問時間，次年（一九九四年）五月。一九九四年五月中旬拉克洛

德館長來台灣訪問一周。秦院長安排最高規格的接待，讓拉克洛德館長接受到像

皇帝一般地款待。這是拉克洛德館長親口對他的台北之旅的描述。並在返回巴黎

前，他允諾在十月退休之前為故宮及台灣民眾規劃一項羅浮宮博物館藏品展覽。

離台前他並定下展覽方向，以西洋風景繪畫發展為展覽主軸的展覽。其靈感來自

拉克洛德館長當時參觀故宮時，發現故宮山水畫收藏不僅豐富而且年代久遠，以

及中國人長久以來對大自然水山的鍾愛。此外，西洋早期風景繪畫一直是西方人

所忽略的題材，並且也是一個在西方世界不曾舉辦過的展覽。他表示這項展覽將

是特別為台灣民眾安排的，可說是為台灣民眾量身訂製的一個展覽。 

由以上交涉過程，羅浮宮館長由婉拒至允諾合作，是相當大的轉變，而其關

鍵在於羅浮宮館長對於故宮的專業水準與館員專業能力的認識與肯定。當拉克洛

德館長在參觀故宮時，已看到故宮在展覽庫藏管理及文物維護等工作情形，以及

各單位工作人員的素質是讓他下決心，給予允諾考量的重要因素。否則拉克洛德

館長不會在他即將自羅浮宮博物館退休，還貿然接下這項繁重的國際借展工作。

故宮與羅浮宮的合作成功，不僅是故宮向國際邁出一大步，也將台灣博物館推向

世界博物館舞台，往後國際大展在台灣博物館接踵推出。一九九五年故宮與羅浮

宮合作展為一項劃時代的展覽，也拓展了國內民眾國際視野。 

拉克洛德館長是位博物館行政經驗豐富的館長。擔任羅浮宮博物館館長七年。

在此之前曾任法國省級博物館監察工作及羅浮宮繪畫部門總監。除行政經驗豐富

外，羅浮宮博物館玻璃金字塔的擴建及大羅浮宮計畫在他任內完成，其行政效率

亦高。拉克各德館長於一九九四年五月造訪，十月即寄來展覽合作規畫協議（詳

附件 1）內容包括五大項： 

 

1.展覽規畫：展題確定、選件、臨時工作人員聘用、保險、包裝及運輸公司

的選定、借展品押運執行方式、掛畫、開幕參與人員的考量； 

2.展覽圖錄印製內容要求、編輯方式、圖片運用、設計要求乃至供售方式； 

3.宣傳：展覽廣告媒體之要求與圖片提供； 

4.展覽衍生產品：負責單位與繳付之版稅； 

5.預算：借展單位應負擔的費用及羅浮宮博物館對贊助單位之回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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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簡要而周全的協議，有如策展工作綱要，有助於往後展覽籌畫的進行。拉

克洛德館長雖於十月退休，然並未影響展覽籌畫的進度。新任館長賀桑伯先生 

（M. Rosenberg）於十月接任後，蕭規曹隨，完全按原協議繼續執行。此項合作

案不因館長的更動，在執行上有任何的異動或困難，雖然籌備時間短促，但也都

能順利進行，展覽並按時推出。 

拉克洛德館長在五月訪台參觀時，曾就借展內容與故宮及當時與故宮贊助合

作單位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有相當深入討論與溝通。當時故宮與帝門曾提議是否

可以借展傑克．路易．大衛（Jacques Louis Davis）的「拿破崙國王一世與約瑟

芬皇后加冕典禮」，十九世紀新古典派繪畫。拉克洛德館長表示羅浮宮博物館與

故宮第一次合作，也是羅浮宮博物館藏品在台灣第一次展出。中國人喜好大自然，

對山水的喜愛，他在這次參觀故宮的山水畫中，獲得深深的體會。為什麼不舉辦

一個以西方風景為主題的繪畫展覽，這個題材的展覽在西方博物館都不曾舉辦過，

當然在羅浮宮博物館也不曾，不過在台灣最適當不過。從學術的角度，或是博物

館專業角度來看，都是個很好的題目。因此「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西洋風景畫─

─羅浮宮博物館珍藏展」在雙方深入溝通下誕生。 

因筆者參與此交涉與溝通過程，深深體會到展覽可有各種，然而如何讓一個

有意義的展覽產生，則有賴於參與構思者在博物館專業的素質與深度。而在交涉

中如何使雙方達成共識，具說服力的溝通，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 展覽相關業務合作方式 

 

博物館展覽業務多元而繁雜，借展工作尤甚，為求本論文能獲得較深入探討，

僅針對某一問題集中論述。因此，筆者在本論文中分享規畫一九九五年故宮與羅

浮宮博物館合作的「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西洋風景畫──羅浮宮博物館珍藏」的

經驗中，著重於借展業務裡，與展品及展場展示相關業務的合作方式。 

 

（一） 展品選擇與研究工作 

 

若從此展籌備時間來看，自羅浮宮博物館拉克洛德館長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中

旬來台決定羅浮宮藏品借予宮展覽至展覽於一九九五年九月十六日開放，僅一年



 

5 

四個月的籌畫時間，就如此大型展覽來說在時間上是相當緊促的。所幸拉克洛德

館長本身策展經驗豐富，據館長說，一九九四年之前羅浮宮博物館藏品在日本展

覽皆由他籌畫。拉克洛德館長在任館長前曾負責羅浮宮繪畫部門，籌展行政業務

熟稔。這也說明為什麼他在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七日離台前，得以立即與故宮商定

展覽主題——西洋風景畫。他返回巴黎後，立即著手展品選件工作，不曾稍有蹉

跎，並要求台灣籌辦單位臨時僱佣一位法國繪畫專家。自一九九四年七月即拉克

洛德館長返法後一個多月至一九九五年九月展覽開幕後，協助羅浮宮博物館繪畫

專業研究員負責在巴黎的籌展工作。就展覽效率估算，當籌展時間短促時，則只

有從增加人力彌補，讓展覽進行順利如期推出。因此，在拉克洛德館長在返回巴

黎，不久寄達的籌展協議前兩項，一為展題與展品決定，二為聘雇此一臨時研究

員。此項安排為求此項展覽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研究完成後，展品才得以選

出，此乃籌展首要工作。 

此展於研究後，分九個專題呈現西洋風景畫自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的發展。

（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1995）共展出七十一件畫作。拉克洛德館長一再表示在

西方世界各種展覽中，以風景繪畫發展為主題的，與故宮合作的這項展覽是第一

次。羅浮宮博物館將這第一次獻給故宮是一項非常有意義，且具學術性的。 

 

（二） 展覽規畫、設計與執行之協調 

 

此項展覽的研究工作於一九九五年初完成，七十一件展品亦選定，並在寄給

故宮的展品清冊中，包括每件畫作及畫框尺寸。展場規畫工作即著手進行。本展

展出地點是在故宮新擴建的文獻大樓一樓。此新建文獻大樓原來功能是作為圖書

館以及檔案保存，計畫於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故宮七十周年院慶開放使用。由於

前一年一九九四年五月中旬拉克洛德館長同意羅浮宮博物館藏品與故宮展出，為

有別於故宮正館為故宮本身的藏品展覽，當時秦孝儀院長即刻決定文獻大樓一樓

改為展覽場。此展覽空間可做為借展或特展空間。除為故宮多設一展場外，外借

展覽在此棟樓展出也可與正館院藏展覽有所區隔。正在興建的文獻大樓即刻變更

設計，改裝為適合展覽的空間。羅浮宮博物館收藏展為文獻大樓內所舉辦的第一

個展覽。 

 

1. 展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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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品安排上，羅浮宮博物館與故宮先在平面圖做紙上溝通（詳附件 2）。

在展品按主題分配，位置安排妥後，主持此項展覽工作的羅浮宮博物館繪畫部資

深研究員西凡．拉委西那先生 （M. Sylvain Laveissi  re）專程來台瞭解故宮展覽

現場。為求展品安排更能掌握它的效果，當時我們將畫作縮小為百分之一，浮貼

在立體硬紙模型上，若需要動畫作位置，則直接在模型上更動。讓拉委西耶先生

可就其專業考量將每件展品安排在最理想的位置。因為七十一幅畫分成九個主題，

而每一個主題又有其時序考量，因此，畫作的移動，也只能就左右相近位置的展

品做更動。然而，有時為展品放在最佳位置，讓人傷透腦筋。例如編號 58 號的

「克莉絲汀．布瓦伊葉」，此幅畫是本展七十一件展品中最大的一幅，214×134

公分，為能突顯其氣勢並給予其足夠空間感，最後調放在展場底面牆，讓觀眾一

進入此深長的展場時，立即便可遠遠望見此一巨幅壯觀畫作。如此安排，效果奇

佳，雖然它的位置在策畫時，也是在模型上選定，已感覺出其效果，俟正式展出

時，果然收到原來預想的效果。因此，策展人在其長年累積經驗中，已訓練成對

空間視覺的效果掌握的能力。這也就是博物館學著重實務經驗重要原因之一。 

 

2. 展覽燈光設計 

 

故宮文獻大樓一樓展廳為一嶄新的陳列室。陳列室的設計與設備裝置為迎接

羅浮宮藏畫展覽，完全按展示油畫的方式設計。燈光設計為求近自然光，採紫外

線過濾的日光燈。為求觀眾觀賞油畫時，其顏色能更真切地呈現。 

拉委西耶先生告訴筆者油畫最忌採用投射燈。其原因有：一、投射燈於光照

射在油畫上時，容易產生反光，干擾觀賞。二、投射燈多為鎢絲燈近黃光，無法

獲得完全白光。當黃色光照射在油畫顏色上時，讓油畫上的顏色產生變色的情況，

觀眾無法觀賞到油畫上真正的顏色。 

此外，展場燈光影響氣氛甚大，當時為求此展廳燈光合於油畫展示，於設計

時，曾向贊助合作單位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借調一幅大畫，試驗設計架設日光燈

的框罩角度，與應架設日光燈管的數量，以及測試畫作的受光度，讓畫作承受到

的受光度不超過油畫維護標準 200 Lux。本展場在這樣慎重的燈光設計下，讓故

宮文獻大樓能有一合乎國際標準的西畫展示環境，羅浮宮方面非常讚賞與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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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畫掛鉤訂購 

 

故宮文獻大樓展場是完全為迎接羅浮宮藏品而量身訂製的場地，因此，一切

標準及設施規格皆以羅浮宮者為準則。因此，為求展品懸掛的安全，及讓掛畫問

題降至最低，我們請羅浮宮推薦其習用掛鉤之廠商。羅浮宮推薦巴依葉公司（La 

Maison Boyer）並協助訂購此展所需要的各種規格的掛鉤（詳附件 3）。畫作尺寸

不同所需掛鉤大小也不同，因有羅浮宮拉委西耶先生直接按畫作需要代為訂購，

此為羅浮宮策展人拉委西耶先生所熟悉的掛鉤，後來於布展時也省掉不少掛畫的

問題。 

掛鉤五月底向巴黎訂購一個月後即寄達，因時間充裕，為配合展場牆面顏色，

將掛鉤也漆成與展場牆面同一顏色，為陳列室整體效果及細緻感覺，增色不少。 

 

4. 展場牆面處理與護欄設計 

 

展場氣氛的表現，除了燈光外，牆面顏色影響甚大。我們為求展場氣氛達到

最佳效果，另為呈現合乎羅浮宮畫作的格調，請拉委西耶先生提供適當的牆面漆

色。他建議霧面棕紅色，為求顏色正確也請他提供色樣。我們按其色樣調出漆色，

並同樣漆在木板上即未來牆面材質，回寄給羅浮宮，拉委西耶先生非常滿意，認

為調出的顏色十分美，還讚美了我們的漆工。在如此用心合作下，果然，展覽布

景完成後，展場整體效果奇佳。甚至於開幕時，繼拉克洛德館長之後的新任館長

賀桑柏先生（M. Rosenberg）到展場參觀時，他讚美道：「彷彿置身在羅浮宮博

物館裡」。這對故宮策展團隊而言，是種至高無尚的讚美。 

牆面主色選定後，拉委西耶先生為求以顏色區分展品內容，而要求我們將入

口展場處前三幅呈現羅浮宮歷史的畫作以淺棕紅色表現。他形容這三幅畫有如

「前菜」（hors d’oeuvre）非本展覽主題。此外，展覽最後一部分為羅浮宮與羅浮

宮博物館整個發展史圖片的展示的牆面也以同樣淺棕紅色處理，與其他八個主題

有所區別，此發展史圖片也是非本次展覽主題之圖片，只為說羅浮宮博物館的歷

史背景。這種安排是為讓台灣觀眾除觀賞到羅浮宮博物館收藏由十六世紀至十九

世紀的西洋繪畫外，也認識羅浮宮與羅浮宮博物館自十二世紀以來的發展。 

此外，為求展場色調統一，展示說明亦採棕紅色同一色系，但比牆面顏色略

淺，讓說明文字易讀。至於畫作前的護欄羅浮宮建議六十公分高，放置在距離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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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距離為四十公分，而其顏色則漆成與牆面同樣棕紅色，創造整個展場是一種諧

和一致的氛圍。 

此次羅浮宮展覽品共七十一件，其中有大有小，最大幅的 214×134 公分，最

小幅的 20×34 公分，因畫作隨著子題與年份順序安排，難免遇著一幅小畫夾在大

畫中間的情況。其中就有十幅小畫出現如此狀況。羅浮宮方面建議將這十幅小畫

的牆做特殊處理，加一凸出原牆面十五公分的底板，漆與原牆面同一顏色，使其

比旁邊大畫略突出也增寬此小畫的版面，而使大小畫比例差距從視覺上有所改善，

不致過於突兀。這些小畫則直接在此突出牆面上掛釘，而不採用掛鉤。這也是拉

委西耶先生在策展方面多年經驗所做的妥善安排。策畫經驗的豐富有助於掌握及

處理展覽現場的各種狀況。 

 

5. 佈展 

 

七十一件展品分五梯次空台北。自一九九五年八月底至九月十二日展品全運

抵故宮。每一梯次羅浮宮安排一位押運人員隨護。由於此次羅浮宮展畫作至少上

百年歷史，在空運抵台灣時，為維持這些畫作在運送時箱內穩定狀態，羅浮宮要

求畫作免驗快速通關，俟展品運抵故宮後，再請海關至故宮開箱檢驗。 

畫作由機場至故宮過程，每一步驟羅浮宮皆希望能掌控，要求故宮告知畫箱

移動上機前打盤的盤底是由誰負責，如何將畫箱裝運到運畫車上並由誰操作以及

運畫車內固定畫作系統及空調情況與押運人員在運畫車適當座位，每一階段工作

具細糜遺皆有所要求。 

每梯次展品運抵展場後，在展場內停留二十四小時便開箱檢驗每件展品。展

品皆按狀況報告書上所列項目（詳附件 4）一一檢視。若畫作有狀況則直接在狀

況報告書上述明，並在所附展品照片上標示。過程仔細謹慎，雙方皆小心，若疏

漏易產生權責爭議。一般而言，開箱檢驗工作是相當費時的。 

檢驗工作完成後，由故宮書畫處專業工作人員協助掛畫。由於在籌畫時的密

切溝通及一切設備與展場條件皆合乎羅浮宮要求，掛畫工作進行非常順利。 

 

6. 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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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於一九九六年元月十五日結束。元月十六日即著手卸展工作，在此之前，

於前一年一九九五年年底，雙方即已協議妥當卸展程序。卸展工作分六個階段進

行（詳附件 5）：畫作在故宮，由故宮運往機場，展品箱上底盤，上飛機，中途

停留，抵達。每個階段皆作明確安排。 

 

■畫作在故宮：畫作在元月十五日閉館之後仍掛在展場，直到最後畫作運走

之前，展場維持正常安全戒備。 

■每位押運員親自全程主持運返畫作卸下工作。卸下畫作檢視：畫面、畫背、

畫框、畫背與保護裝置及掛鉤。檢視全部情況在展品狀況報告書記錄；掛

鉤仍留在畫上。畫作放入箱內畫面朝上。所有畫箱全部聚集展場一處或暫

存其他空間，押運人員每個階段皆應在展品旁監視，畫箱與箱內畫作應保

持直立。 

■運往機場：在運畫車運送中畫箱需直立固定。至於展品中的兩幅大畫則需

準備能讓畫箱直立的大型運畫車。卸畫不可在地下一層的卸貨空間執行，

由於入口彎度無法讓大型運畫車通過，但可由一樓展覽大廳運出展場。像

運來時，可將畫箱置於棉被上滑拖，而不是用滑輪。再由大廳玻璃大門運

出展場。 

■在機場畫箱打盤：機場畫箱打盤在押運人員監看下執行。對畫箱的順序、

方向（飛機前進方向）及畫箱固定的牢固度得參與意見。畫箱應固牢緊綁

在一起不可只靠一層塑膠布戎繩。畫箱運來時外箱有濕。在上方，塑膠保

護不夠，下部又沒與接水底盤分開所致。應注意改進。 

■運入機艙：打盤畫箱應第一個先進艙，在中途不得移動（當然也不能卸下）。

如前述畫箱應與飛機前進方向平行。 

■中途停留：與來時相同，在中途停留時，押運人員留在艙內。當艙門打開

時，押運人員與機長或空服員一起，監督打盤畫箱不致卸下艙或移位。 

■抵達：押運人員將協助拆卸底盤及隨護每個畫箱搬上運畫車。在每個階段

（裝箱、運上車、卸下及上底盤等），押運人員按包裝清冊編號清點畫作

（畫箱亦同）。 

 

以上卸畫工作要點，既慎重又仔細，讓每個進行的步驟對畫作的維護都顧及

到，這是羅浮宮博物館長年對西畫運展工作所累積下來的寶貴經驗與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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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展場展品維護與安全措施 

 

羅浮宮展的展場——故宮文獻大樓是棟完全新的建築，羅浮宮新任館長接任

新職務時曾來函表示：羅浮宮藏品能到故宮並在一棟完全新的建築內展出是項榮

幸，但也是冒險。賀桑伯館長所謂的冒險，指的是新館空調運轉的穩定性，陳列

室內環境溫濕度的控制，及牆面所敷水泥與新漆牆面等所散發物質等對畫作會產

生傷害因素。因此，故宮為去除羅浮宮博物館的疑慮，將空調於第一批展品抵台

前一個月即開始運轉，並每周提供溫濕度測定記錄。溫度設定在羅浮宮標準 21 

ºC+1 與相對濕度 55%+5%而且維持恆常狀態，避免上下波動太大。另外，故宮

提供安全防護設施說明（詳附件 6）讓羅浮宮瞭解故宮高標準的安全維護措施與

設備，以降低其疑慮。事實上，也獲得羅浮宮方面的信任，展覽也能順利運抵、

展出、運返。 

羅浮宮展在當時可說是一項轉動全國的大展。展出三個月參觀人數超過七十

一萬人次，可謂盛況空前，為當時不曾有的紀錄，羅浮宮博物館方面以極滿意回

應這次合作展。就故宮而言，也是一次相當難得的合作經驗。 

 

四、 結論 

 

筆者在故宮服務二十七年，十六年展覽組組長，在這十六年中曾策劃過三次

較大的國際性展覽，民國八十二年「法國瑪摩丹美術館珍藏莫內與印象派名家作

品展」、羅浮宮展以及八十七年的畢卡索博物館的「畢卡索世界」。在這三項展覽

中，尤以羅浮宮最具挑戰，因為策展與展場新大樓工程同時進行。當然，新大樓

有其好處，可以完全按照羅浮宮藏品量身設計，然而如何達到對方所要求的標準

及合於專業考量則頗令人費思。在故宮方面，我們努力地去執行外，故宮與羅浮

宮雙方以最大的耐性與尊重和對方溝通並建立互信，策展工作方能順利進行。 

在這次與羅浮宮合作中，經驗到羅浮宮這所世界一流博物館背後經營管理的

精神：政策一貫，過程辦法清楚，以及工作人員態度謹慎。若無以上特質，如此

一項國際性大展從起意、交涉、意見彙整、展覽規畫、設計到執行在短短一年四

個月順利完成，並且成果斐然，實無法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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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合作兩個館館員的專業素養不論觀念、態度與專業水準皆影響展覽呈

現與結果。筆者有幸恭逢其盛，至今仍一直覺得是一項非常難得的合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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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展覽籌畫 

 

一、題目、主題選定，而後羅浮宮博物館決定借展文物清單，並取得籌畫機

構同意。 

二、由籌畫機構負擔雇用一工作人員（由羅浮博物館選定），此人於一九九

四年七月至一九九五年九月由羅浮博物館專業研究員管理在巴黎從事

籌展工作。 

三、保險公司的選定：屬意格拉斯、沙瓦（Gras Savoxe）公司。必要時，也

可另選其他公司，只要遵守某些特定條文即可（包括館至館各類風險，

協議價格，貶值條款，地震……等）。 

四、在法國文物包裝（裝箱）及運至機場由安特、謝呂父子公司（Andre 

Chenue et Fils）負責，倘若非謝呂公司，則由羅浮博物館另選一公司。 

五、航空運輸公司與台北運輸公司的選定需經由羅浮博物館認可。 

六、包裝托運一定得經由羅浮博物館同意。 

七、運送次數得視運送文物保險價格，每趟航次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一億法

郎。 

八、文物押運應由羅浮博物館專業研究員執行；這些押運人員出差安排得給

予下列最起碼條件：商務艙，至少五天的停留（無論如何，需足夠建立

文物狀況報告書的時間）停留時間每日津貼至少一千四百法郎。 

九、展覽掛畫在台北故宮專業研究員協助下，由羅浮博物館專業研究員執

行。 

十、羅浮博物館館長以及相關單位負責人於台北開幕時需到場，請提供頭等

艙機票。 

 

目錄 

 

十一、 需要兩種語文（中文與法文）。極有助於國際間對此展之認識。 

十二、 目錄內容不單是每件文物有一簡要說明，還需有數篇短篇論文與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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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編輯、在籌畫機構的協助下由羅浮負責挑選，酬勞將依照國際慣有規

定（簡要說明至少五百法郎，論文一千二百法郎） 

十四、 用於展覽目錄的照片免版權費。 

十五、 版面設計將由羅浮博物館監督控制。 

十六、 依據法國國立博物館聯會所訂商業同意條款，目錄同樣可在羅浮博物

館禮品供應中心銷售。 

十七、 為展覽廣告所選視聽方面的公司得事先徵求羅浮同意。 

十八、 關於廣告與新聞公關之照片得免版稅。 

十九、 用於商業產品製作之文物圖片得付與法國國立博物館聯會（Rmn）版

權稅約百分之十。此與法國國立博物館聯國（Rmn）直接交涉。 

二十、 商業化的視聽文獻製作將由共同製作的羅浮博物館與籌畫機構兩單

位訂立合同。 

二十一、 所有用於展覽籌備的各項開支，即以上所列花費將由籌畫機構負

擔。 

二十二、 羅浮博物館授權籌畫機構去找分擔開銷的其他財務合作搭檔。羅浮

博物館將依據他們對此計畫所作的貢獻的重要性，準備相對地提供

下列全部或部分的優惠。 

 

法國方面對贊助機構之回饋 

 

－作業一開始將羅浮博物館以記者會方式對外宣布。 

－此計畫贊助公司名號將刻於拿破崙廳的大理石上，與其他羅浮大贊助家並

列。 

－贊助得免費使用（除技術花費）羅浮博物館玻璃金字塔下的空間以及、或

大型演講廳從事公開活動。 

－為方便贊助者及其邀訪的貴賓，得以安排羅浮博物館展覽室特別參觀。 

 

籌畫一般條件 

 

－籌畫機構應指派一位駐巴黎特派員，除代表其機構，同時也是在整個籌備

期間為唯一與羅浮博物館聯絡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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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展期迫促，本人認為需儘早獲得合夥人對此籌畫方案原則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