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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介紹臺灣本土畫家之藝術成就，繼民國 91年、
92年、93年、98年及 99年發行「臺灣近代畫作郵票」
系列後，續以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之〈暮紅〉、〈窗邊〉、

〈日與夜 #10〉及〈作品 057〉為主題，規劃郵票 1套 4
枚。圖案簡介如下 :
一、 林之助〈暮紅〉（面值 8元）：林之助（1917-2008），

被譽為「臺灣膠彩畫之父」。畫作嘗試以立體派形式分割

手法來重新詮釋山景夕照，並利用單純的淺綠、墨綠、土

黃、米色、白色、褐色、黑色等多邊形塊面重組成緊湊相

連的山丘樹林，在紅焰般的天空對比下，展露盎然生機。

二、 廖德政〈窗邊〉（面值 8元）：廖德政（1920-2015），「紀

元美術會」創辦人之一。畫作以紅、白雅緻的瓶花、水

果形成穩定三角構圖，窗外以大片的綠色調繪出朦朧的景

致，讓景色向遠處推伸並映襯主題，整體明亮的色

調鋪陳著光影的流動，窗邊的恬淡寧靜油然而生。

三、 陳庭詩〈日與夜 #10〉（面值 10 元）：陳庭詩
（1916-2002），作品以版畫、雕塑聞名。畫作以紅、
白、黑三原色和幾何圖形構成，在平衡對稱的方與

圓中，以斜切面、大小漸變對比的黑白色圓點形成

動勢，以虛實互映傳達日月更迭、生生不息的意象。

四、 李仲生〈作品 057〉（面值 10元）：李仲生（1912-1984），

為「東方畫會」的精神導師，對臺灣現代繪畫運動影響深

遠。畫作以編號為名，期觀者避免受名稱、自然之形的干

擾，能純粹欣賞畫面上躍動的紅、黃、黑等色彩與線條的

流動，感受作者創作時的精神氛圍與心象世界。

本套郵票由大觀視覺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設計，中華彩色印

刷股份有限公司以彩色平版印製。本套郵票為特種票，發行套

臺灣近代畫作郵票（107年版）
訂於 107 年 9 月 12 日發行

集郵處



新郵介紹

Postal Service

24

107 8
728

號為特 669，票幅為 40 × 30或 30 × 40（毫米）；郵票共 4款，發行數量為 92萬套，
使用燐光郵票紙印製。

附帶發行下列票品：

1. 首日封：每個新臺幣 2元
2. 貼（護）票卡：每張新臺幣 5元
3. 活頁集郵卡（含護卡套）：每張新臺幣 8元
4. 預銷首日戳低值封：每個新臺幣 10元
5. 預銷首日戳套票封：每個新臺幣 38元

以上第 1~3項票品，提前於 107年 9月 10日開始發售；第 4~5項則於 107年 9月
12日郵票發行當日同步發售，歡迎向全國各地郵局、郵政博物館洽購，或上網至「中
華郵政集郵電子商城」（https://stamp.post.gov.tw）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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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宣傳郵政服務與推廣觀光景點，特鐫刻 5處風景郵戳，供集郵人士蓋印收藏：

風景郵戳名稱：西瀛虹橋

啟用日期： 民國 107年 8月 2日 使用局所：馬公中正路郵局

說　　明： 位於澎湖縣馬公市觀音亭園區，為一弧形鋼橋，橋身裝
置七彩霓虹燈，夜晚的風貌格外浪漫，為每年澎湖海上

花火節的煙火施放地點，也是澎湖新地標。

風景郵戳名稱：二崁聚落

啟用日期： 民國 107年 8月 2日 使用局所：西嶼郵局

說　　明： 位於澎湖縣西嶼鄉，為陳家單姓聚落，保存完整澎湖古
厝建築及傳統聚落風貌。聚落內有諸多小型展館，如常

民生活館、潮間帶館、褒歌館等，展現古色古香的傳統

風韻及工藝之美。

風景郵戳名稱：奎壁山遊憩區

啟用日期： 民國 107年 8月 2日 使用局所：湖西郵局

說　　明： 位於澎湖縣湖西鄉，奎壁山海域退潮時露出 S型海中
踏浪步道通達赤嶼，吸引許多遊客，是著名的旅遊景點。

風景郵戳名稱：大菓葉柱狀玄武岩

啟用日期： 民國 107年 8月 2日 使用局所：西嶼郵局

說　　明： 座落澎湖縣西嶼鄉，於早期闢建碼頭時意外挖掘出土。
每逢大雨過後，玄武岩前方會形成水窪，水面倒映襯以

藍天白雲，景色壯觀優美。

風景郵戳名稱：海底郵筒

啟用日期： 民國 107年 8月 15日 使用局所：綠島郵局

說　　明： 位於臺東縣綠島鄉石朗浮潛區，約 11米深海底，以「克
里蒙氏豆丁海馬」作為郵筒造型，是目前全球最深的海

底郵筒，一旁還有海洋之心人工漁礁，供潛水愛好者拍

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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