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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鋒於拙—陳澄波油彩創作中的水墨特質

專　輯

陳
澄
波
︵
一
八
九
五

∼

一
九
四
七
︶

百
二
誕
辰
東
亞
巡
迴
展
，
由
臺
南
出
發
，

歷
經
北
京
、
上
海
、
東
京
，
最
後
一
站
回

到
臺
北
，
在
素
有
﹁
中
國
藝
術
寶
庫
﹂
之

稱
的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展
出
。
以
﹁
藏

鋒
﹂
為
名
，
凸
顯
這
位
被
稱
為
﹁
臺
灣
美

術
第
一
人
﹂
的
﹁
西
畫
家
﹂
，
如
何
在
創

作
的
歷
程
中
，
吸
納
及
運
用
中
國
繪
畫

的
元
素
，
在
當
時
﹁
融
和
東
西
﹂
的
時

藏
鋒
於
拙

陳
澄
波
油
彩
創
作
中
的
水
墨
特
質

蕭
瓊
瑞

代
課
題
下
，
留
下
大
批
作
品
，
成
為
時
代

巨
大
的
文
明
標
竿
；
也
讓
一
般
民
眾
，
在

﹁
土
地
關
懷
﹂
與
﹁
西
方
前
衛
﹂
的
特
質

之
外
，
重
新
認
識
一
位
﹁
不
一
樣
的
陳
澄

波
﹂
。五

十
三
歲
的
生
命
，
約
近
三
十
餘
年

的
創
作
，
陳
澄
波
的
作
品
隨
著
政
治
的
解

嚴
，
逐
漸
撥
開
迷
濛
、
神
秘
，
乃
至
被
誤

解
的
面
紗
，
人
們
在
驚
訝
於
其
創
作
數
量

之
多
的
同
時
，
也
開
始
在
﹁
熱
愛
故
鄉
﹂

或
﹁
素
人
風
格
﹂
這
樣
的
初
淺
認
識
之

外
，
瞭
解
他
對
西
方
前
衛
藝
術
的
探
討
，

和
對
土
地
背
後
文
化
意
義
的
深
刻
發
掘
，

甚
至
他
也
是
中
國
第
一
個
前
衛
團
體
﹁
決

瀾
社
﹂
最
早
的
籌
備
成
員
之
一
。
然
而
在

更
多
的
作
品
被
陸
續
修
復
完
成
之
後
，
更

讓
人
們
發
現
：
作
為
臺
灣
第
一
代
﹁
西
畫

家
﹂
，
事
實
上
，
陳
澄
波
除
了
﹁
西
畫
﹂

我
因
一
直
住
在
上
海
的
關
係
，
對
中
國
畫
多
少
有
些
研
究
。
其
中
特
別
喜
歡
倪
雲
林
與
八
大
山
人

兩
位
的
作
品
，
倪
雲
林
運
用
線
描
使
整
個
畫
面
生
動
，
八
大
山
人
則
不
用
線
描
，
而
是
表
現
偉
大

的
擦
筆
技
巧
。─
陳
澄
波

陳澄波　秋之博物館　局部　1926　油彩畫布　縱33.5，寬45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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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畫
、
水
彩
︶
以
外
，
尚
有
諸
多
書

法
、
水
墨
，
乃
至
膠
彩
畫
的
創
作
，
甚
至

將
這
些
屬
於
東
方
，
尤
其
是
中
國
的
繪
畫

元
素
，
融
入
﹁
西
畫
﹂
創
作
的
畫
面
中
，

形
成
一
個
巨
大
的
面
向
。

早
在
一
九
二○

年
代
，
陳
澄
波
早
期

的
水
彩
畫
中
，
便
散
發
一
種
線
性
書
寫
與

淡
彩
輕
敷
的
特
色
；
而
這
樣
的
特
色
，
固

然
是
承
襲
自
他
臺
北
國
語
學
校
︵
今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
時
期
的
美
術
啟
蒙
老
師

石
川
欽
一
郎
︵
一
八
七
一

∼

一
九
四
五
︶

英
國
式
的
水
彩
畫
風
，
但
石
川
本
身
深
研

﹁
南
畫
﹂
，
對
中
國
水
墨
繪
畫
的
構
圖
、

用
筆
、
敷
彩
，
都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瞭
解
與

掌
握
，
也
必
然
對
學
生
輩
的
陳
澄
波
產
生

一
定
的
影
響
。

所
謂
﹁
英
國
式
的
水
彩
畫
風
﹂
，
指

的
就
是
一
種
分
層
描
繪
的
方
法
；
畫
家
在

作
畫
時
，
先
著
上
一
層
顏
色
，
俟
其
乾
燥

後
，
再
加
上
一
層
或
數
層
的
筆
觸
，
也
稱

﹁
重
疊
法
﹂
或
﹁
重
染
法
﹂
。
這
樣
的
畫

法
，
最
大
的
特
點
，
就
是
畫
面
會
有
層
次

分
明
的
筆
觸
，
且
整
體
上
，
不
論
是
遠
近

的
空
間
、
物
體
的
形
狀
、
主
賓
的
區
別
、

光
線
的
差
異
，
乃
至
雲
煙
的
輕
靈
、
路
面

圖一　陳澄波　漁村　1924∼1925　紙本水墨　縱32，寬33.5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的
穩
定
、
湖
面
的
波
光
等
，
都
會
有
一
種

井
然
的
秩
序
感
。
再
加
上
作
畫
時
對
水
份

乾
濕
的
控
制
，
乃
至
留
下
畫
紙
本
身
的
白

色
作
為
光
線
最
明
亮
的
部
份
，
畫
面
就
會

產
生
一
種
節
制
、
理
性
、
負
責
、
恆
常
，

卻
又
不
致
於
呆
板
的
視
覺
印
象
。
這
樣
的

畫
法
相
對
於
大
渲
染
式
的
豪
氣
，
也
相
對

於
美
國
式
縫
合
法
的
機
械
。

至
於
﹁
南
畫
﹂
，
指
的
正
是
東
洋

畫
中
的
水
墨
畫
。
自
從
以
油
彩
、
水
彩
為

主
的
西
方
媒
材
與
畫
法
傳
入
日
本
後
，
為

分
別
它
和
傳
統
繪
畫
的
差
異
，
因
而
出
現

了
﹁
西
洋
畫
﹂
與
﹁
東
洋
畫
﹂
的
名
稱
；

西
洋
畫
指
的
正
是
油
彩
畫
與
水
彩
畫
，
東

洋
畫
則
包
括
：
日
本
畫
與
南
畫
。
日
本
畫

是
大
化
革
新
時
由
中
國
傳
入
日
本
的
﹁
重

彩
丹
青
﹂
繪
畫
，
也
就
是
日
後
中
國
畫
法

分
類
中
李
思
訓
父
子
所
擅
長
的
﹁
北
宗
繪

畫
﹂
，
戰
後
臺
灣
一
九
八○

年
代
之
後
，

稱
為
﹁
膠
彩
畫
﹂
，
在
中
國
則
有
﹁
重
彩

畫
﹂
或
﹁
岩
彩
畫
﹂
的
稱
呼
。
至
於
﹁
南

畫
﹂
，
其
實
就
是
﹁
南
宗
繪
畫
﹂
的
簡

稱
，
也
就
是
純
粹
墨
色
、
講
究
筆
觸
、
強

調
墨
韻
與
詩
意
的
﹁
水
墨
繪
畫
﹂
。

少
年
時
期
的
石
川
，
學
習
美
術
是

圖二　陳澄波　沉思　1926　絹上膠彩　縱126，寬111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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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
南
畫
﹂
入
手
，
之
後
才
走
向
水
彩
的

學
習
，
因
此
，
在
他
的
水
彩
畫
作
中
，
也

是
充
滿
一
種
粗
細
有
緻
的
筆
觸
特
色
，
乾

淨
、
俐
落
、
明
快
，
又
鮮
活
的
特
質
。
一

般
西
畫
稱
自
然
為
﹁
風
景
﹂
，
水
墨
則
稱

﹁
山
水
﹂
，
代
表
著
東
西
方
兩
種
對
自
然

認
知
態
度
的
差
異
；
石
川
來
臺
曾
仔
細
觀

察
臺
灣
風
景
，
有
︿
臺
灣
的
山
水
﹀
一
文

︵
註
一
︶

的
寫
作
，
由
此
亦
可
見
其
創
作
思

維
中
的
水
墨
元
素
，
這
些
都
成
了
學
生
，

包
括
陳
澄
波
等
人
早
期
水
彩
畫
的
元
素
與

特
色
。陳

澄
波
前
往
東
京
美
校
留
學
後
，
不

像
其
他
人
以
﹁
西
畫
科
﹂
為
第
一
志
願
，

而
是
進
入
較
具
全
方
位
學
習
與
通
識
特
色

的
圖
畫
師
範
科
，
在
書
法
、
水
墨
︵
即
南

畫
︶
、
膠
彩
畫
︵
即
日
本
畫
︶
、
西
洋
畫

︵
含
油
畫
、
水
彩
畫
、
素
描
等
︶
方
面
均

有
涉
獵
︵
圖
一
、
二
︶
；
且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
以
一
件
描
繪
故
鄉
嘉
義
現
代
化
的
油

畫
作
品
︿
嘉
義
街
外
︵
一
︶
﹀
，
入
選

第
七
屆
帝
國
美
術
展
覽
會
︵
簡
稱
﹁
帝

展
﹂
︶
，
成
為
臺
灣
西
畫
家
入
選
﹁
帝

展
﹂
的
第
一
人
，
震
動
全
臺
。

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一
九
二
六
年
，

圖三　陳澄波　秋之博物館　1926　油彩畫布　縱33.5，寬45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圖四　陳澄波　華嚴瀑布　1927　油彩畫布　縱41.2，寬30.6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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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就
是
東
京
舉
辦
﹁
日
華
聯
合
繪
畫
展
覽

會
﹂
的
一
年
，
陳
澄
波
收
藏
有
該
展
發
行

的
美
術
明
信
片
，
顯
示
必
然
曾
經
前
往
參

觀
，
並
在
這
一
年
的
創
作
中
，
開
始
展
現

出
一
種
中
國
毛
筆
式
的
用
筆
特
色
，
如
今

潮
的
同
時
，
另
一
個
平
行
思
考
的
課
題
。

一
九
二
七
年
，
除
︿
帝
室
博
物

館
﹀
外
，
另
有
一
件
︿
華
嚴
瀑
布
﹀
︵
圖

四
︶
，
較
少
被
人
注
意
。
這
件
作
品
，
描

繪
日
本
枋
山
縣
日
光
國
立
公
園
的
一
個
景

點
，
陳
澄
波
還
和
同
學
在
瀑
布
前
留
下

一
幀
合
影
的
照
片
。
在
這
幅
作
品
中
，
瀑

布
直
直
地
由
畫
幅
正
中
央
上
方
強
力
的
下

瀉
，
背
景
是
高
聳
頂
天
的
山
壁
，
前
方
則

有
一
些
由
兩
邊
伸
出
的
樹
枝
和
樹
葉
。
這

樣
的
構
圖
和
用
筆
，
也
幾
乎
讓
人
聯
想
到

許
多
水
墨
繪
畫
的
手
法
。

一
九
二
八
年
，
這
是
他
進
入
研
究
所

的
第
二
年
，
為
了
擷
取
更
多
和
中
國
有
關

的
題
材
，
他
和
畫
友
一
同
前
往
杭
州
西
湖

寫
生
。
同
樣
地
，
也
留
下
了
一
幀
和
畫
友

合
影
的
照
片
，
上
頭
清
楚
地
寫
著
：
﹁
歡

迎
美
術
家
陳
君
於
西
子
湖
紀
念
，
戊
辰
蒲

節
﹂
︵
圖
五
︶
，
可
以
判
斷
：
這
些
畫
友

中
應
是
有
中
國
籍
的
人
士
，
才
會
有
以
主

人
立
場
表
達
的
﹁
歡
迎
﹂
之
意
。
更
重
要

的
是
，
照
片
中
還
留
下
了
陳
澄
波
三
幅
作

品
的
樣
貌
。
其
中
，
位
於
中
間
的
一
幅
，

正
是
隔
年
︵
一
九
二
九
︶
入
選
日
本
第
六

日
仍
存
的
︿
秋
之
博
物
館
﹀
︵
圖
三
︶
；

這
幅
作
品
，
在
一
種
強
調
﹁
金
秋
﹂
的
色

調
中
，
做
為
前
景
的
高
大
樹
木
，
不
論
是

樹
幹
或
樹
葉
的
表
現
，
均
有
一
種
水
墨
畫

以
軟
性
毛
筆
勾
、
點
的
特
質
。
而
這
樣
的

特
質
也
成
為
此
後
陳
澄
波
許
多
畫
作
中
經

常
出
現
的
風
格
特
色
，
包
括
一
九
二
七

年
參
展
第
一
屆
﹁
臺
灣
美
術
展
覽
會
﹂

︵
簡
稱
﹁
臺
展
﹂
︶
的
另
幅
︿
帝
室
博
物

館
﹀
。幾

乎
和
︿
秋
之
博
覽
會
﹀
同
樣
的
寫

生
地
點
，
但
︿
帝
室
博
物
館
﹀
採
取
直
長

的
構
圖
，
且
更
強
化
了
前
方
大
樹
樹
枝
、

樹
葉
稀
疏
地
橫
擋
在
博
物
館
建
築
體
前
的

柔
軟
情
態
。
儘
管
這
幅
作
品
原
作
已
經
佚

失
，
但
黑
白
的
圖
版
，
反
而
讓
我
們
更
清

楚
地
觀
察
到
陳
澄
波
對
這
種
毛
筆
式
筆
觸

運
用
的
著
力
與
成
果
。

而
也
就
在
創
作
︿
帝
室
博
物
館
﹀
的

同
年
，
陳
澄
波
進
入
研
究
所
繼
續
進
修
。

明
顯
地
，
此
時
的
他
，
已
決
定
以
西
洋
畫

作
為
研
究
的
主
要
畫
種
；
但
如
何
在
西
洋

畫
中
表
現
出
具
有
東
方
特
色
的
風
格
，
顯

然
也
成
為
他
在
追
求
、
探
討
西
方
前
衛
思

圖五　 1928年6月22日，歡迎陳澄波（中）至西湖之紀念照，下方作品左為〈西湖泛舟〉，中為
〈西湖の東浦橋〉。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屆
槐
樹
社
展
的
︿
西
湖
東
浦
橋
﹀
︵
圖

六
︶
；
這
件
如
今
也
已
佚
失
的
作
品
，

也
在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月
，
返
臺
參
加
赤
島

社
在
臺
北
博
物
館
的
﹁
洋
畫
展
覽
會
﹂
，

被
︽
臺
灣
日
日
新
報
︾
的
評
論
者
，
稱

圖六　陳澄波　西湖の東浦橋　1928　材質　尺寸不詳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美
：
﹁
兩
株
柳
樹
帶
有
不
少
南
畫
清
楚
氣

氛
。
﹂
︵
註
二
︶

其
手
法
正
如
前
提
︿
秋
之

博
物
館
﹀
與
︿
帝
室
博
物
館
﹀
樹
枝
的
畫

法
，
只
是
該
作
，
在
整
體
構
圖
︵
一
河
兩

岸
︶
及
畫
面
題
材
︵
柳
樹
、
拱
橋
、
點
景

人
物
等
︶
上
，
更
讓
人
容
易
聯
想
到
中
國

的
水
墨
繪
畫
。

一
九
二
八
年
首
遊
西
湖
照
片
中
的

另
外
兩
幅
作
品
，
右
邊
為
西
湖
寶
石
山
的

︿
保
俶
塔
風
景
﹀
，
目
前
佚
失
；
左
邊
則

為
︿
西
湖
泛
舟
﹀
，
兩
幅
均
可
見
到
是
一

種
特
殊
橫
長
的
畫
幅
型
式
，
顯
然
有
著
中

國
橫
幅
長
卷
的
意
味
，
而
其
中
的
構
圖
，

採
橫
長
平
行
的
手
法
，
也
是
西
方
繪
畫
較

少
見
的
形
式
。
此
外
，
同
年
的
作
品
，
另

有
︿
湖
畔
﹀
，
有
著
灰
階
的
色
調
，
既
是

西
湖
多
霧
的
天
候
特
質
，
也
是
水
墨
般
的

趣
味
表
現
；
乃
至
︿
杭
州
古
厝
﹀
︵
一
名

︿
岳
王
廟
﹀
︶
，
三
段
式
的
平
行
構
圖
，

下
方
露
出
的
荷
葉
，
也
是
不
同
於
西
方
繪

畫
的
手
法
，
而
是
對
中
國
繪
畫
表
現
手
法

的
另
一
嘗
試
。

一
九
二
九
年
，
陳
澄
波
自
東
美
研

究
科
畢
業
，
他
原
本
計
劃
再
赴
巴
黎
深
造

學
習
，
但
在
石
川
老
師
的
規
勸
下
，
終
於

以
﹁
中
國
﹂
取
代
﹁
巴
黎
﹂
，
深
入
﹁
融

和
中
西
﹂
課
題
的
探
討
，
因
而
有
了
︿
清

流
﹀
一
作
的
完
成
，
成
為
一
生
的
重
要
代

表
作
。︿

清
流
﹀
一
作
，
縱
七
二
·
五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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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橫
六○

·
五
公
分
，
同
樣
是
一
件
畫

在
畫
布
上
的
油
彩
作
品
，
但
以
中
國
傳
統

水
墨
畫
經
常
採
取
的
﹁
一
河
兩
岸
﹂
構

圖
，
將
拱
橋
置
於
畫
面
中
景
處
，
前
方
有

一
對
背
向
觀
眾
併
坐
的
情
侶
；
同
樣
的
點

景
人
物
，
也
次
第
出
現
在
稍
遠
的
﹁
之
﹂

字
形
的
湖
岸
岸
邊
，
指
引
觀
眾
的
眼
睛
延

伸
轉
向
橋
上
的
又
一
對
情
侶
。
湖
上
有
船

隻
，
水
面
有
倒
影
，
兩
邊
的
枯
枝
樹
木
，

以
中
國
毛
筆
式
的
筆
觸
，
勾
撇
畫
成
；
遠

景
則
是
較
清
淡
︵
雖
是
濃
彩
畫
成
，
但
色

調
清
淡
︶
的
山
影
，
以
對
比
於
畫
面
最
前

圖七　陳澄波　淡水風景（三）　年代不詳　油彩畫布　縱35.7，寬42.6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方
、
較
濃
重
的
一
些
石
塊
或
樹
幹
，
藉
此

拉
開
了
景
深
。

如
果
說
這
幅
作
品
具
有
中
國
水
墨

繪
畫
的
特
色
，
除
了
前
提
的
題
材
、
構

圖
，
與
筆
觸
外
，
其
實
更
明
顯
的
是
色

彩
。
具
體
地
說
：
這
幅
︿
清
流
﹀
，
打

破
了
西
方
油
彩
繪
畫
長
期
以
來
擅
用
﹁
物

象
固
有
色
﹂
的
傳
統
，
代
之
以
一
種
中
國

水
墨
繪
畫
的
﹁
統
調
﹂
概
念
。
西
方
傳
統

繪
畫
，
基
於
﹁
寫
實
﹂
、
﹁
求
真
﹂
的
概

念
，
希
望
再
現
物
象
的
形
象
、
色
彩
，
與

質
感
，
因
此
﹁
樹
葉
是
綠
色
的
﹂
、
﹁
樹

幹
是
褐
色
的
﹂
、
﹁
天
是
藍
色
的
﹂
、

﹁
橋
是
紅
色
的
﹂
︙
此
即
所
謂
的
﹁
物
象

固
有
色
﹂
。
但
這
幅
作
品
，
除
了
天
與
水

的
局
部
藍
色
以
外
，
大
幅
壓
低
了
物
象
固

有
色
；
取
而
代
之
的
，
是
一
種
接
近
黃
褐

色
的
﹁
統
調
﹂
氛
圍
，
一
如
水
墨
繪
畫
的

﹁
黑
白
﹂
統
調
概
念
。

︿
清
流
﹀
一
作
，
除
參
展
一
九
二
九

年
在
上
海
舉
辦
的
﹁
第
一
屆
全
國
美
術
展
覽

會
﹂
外
，
一
九
三
三
年
，
也
代
表
中
國
參
加

在
美
國
芝
加
哥
舉
辦
的
世
界
博
覽
會
。
陳

澄
波
對
此
作
倍
極
珍
愛
，
在
首
屆
全
國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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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左起：元倪瓚〈紫芝山房圖〉、元倪瓚〈江岸望山圖〉、元倪瓚〈容膝齋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展
中
，
即
註
明
為
﹁
非
賣
品
﹂
；
即
使
臨

終
前
，
遺
書
交
待
將
所
有
作
品
賣
出
，
所

得
用
來
支
持
臺
灣
畫
運
，
卻
另
以
小
紙
吩

咐
：
﹁
︿
西
湖
斷
橋
殘
雪
﹀
︵
按
即
︿
清

流
﹀
︶
之
繪
為
家
保
存
之
﹂
。
︵
註
三
︶

上
海
時
期
，
是
陳
澄
波
致
力
於
吸

納
及
嘗
試
將
中
國
繪
畫
元
素
運
用
、
融

和
在
他
個
人
油
彩
創
作
中
的
一
個
重
要

階
段
；
其
中
尤
以
西
湖
相
關
的
一
些
畫

作
，
表
現
中
國
山
水
意
境
的
企
圖
格
外
明

顯
，
如
一
九
三○

年
的
︿
湖
與
舟
﹀
畫
在

木
板
上
，
採
高
遠
式
的
構
圖
，
畫
面
形
成

﹁
之
﹂
字
形
的
景
深
，
和
另
件
年
代
不
詳

的
︿
西
湖
﹀
，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一
清

冷
、
一
黃
昏
，
節
令
或
許
不
同
，
但
山
光

水
色
、
拱
橋
遊
船
的
幽
閑
情
調
則
是
一
致

的
。
一
九
三
三
年
的
︿
西
湖
﹀
，
雖
然
保

存
了
物
象
固
有
色
的
畫
法
，
但
大
量
偏
黑

的
筆
觸
與
場
景
，
如
前
方
的
樹
枝
，
以
及

前
後
兩
方
相
互
呼
應
的
樹
叢
，
都
讓
人
感

受
到
水
墨
繪
畫
的
趣
味
。
西
湖
的
主
題
，

一
直
延
續
到
返
臺
後
的
一
九
三
四
年
，
仍

有
︿
西
湖
春
色
﹀
和
︿
西
湖
遠
眺
﹀
之

作
，
這
兩
件
作
品
都
強
化
了
前
景
樹
木
直

通
畫
幅
上
下
以
區
隔
景
深
的
作
法
；
而
樹

圖八　陳澄波　塔峰下　1933　油彩畫布　縱41，寬31.5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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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
、
樹
枝
的
動
態
、
分
叉
，
尤
其
楊
柳
垂

枝
的
柔
軟
，
加
上
寬
闊
的
湖
面
及
其
上
頭

的
拱
橋
、
長
堤
，
景
緻
本
身
也
就
激
發
了

創
作
者
與
欣
賞
者
雙
方
心
中
同
屬
於
東
方

的
那
份
詩
情
與
意
境
。
類
似
的
構
圖
，
後

樹
幹
，
這
些
樹
幹
的
畫
法
，
由
筆
勢
看

來
，
就
是
明
顯
地
依
照
植
物
生
長
的
方

向
，
由
下
而
上
一
筆
畫
來
，
而
這
正
是
水

墨
繪
畫
沒
骨
畫
法
的
運
用
；
其
中
特
別
如

︿
潭
前
山
景
﹀
一
作
，
右
方
的
兩
棵
大

樹
，
運
筆
畫
來
，
幾
無
修
飾
，
筆
隨
心

走
，
意
到
筆
不
到
，
尤
其
上
方
枝
葉
的
開

叉
，
自
由
書
寫
、
點
染
即
成
，
十
足
水
墨

繪
畫
﹁
寫
意
﹂
的
韻
味
。

上
海
時
期
，
除
了
西
湖
的
景
緻
構
圖

外
，
描
繪
通
州
惠
山
︵
江
蘇
無
錫
︶
景
點

的
︿
塔
峰
下
﹀
︵
圖
八
︶
，
也
可
看
到
這

些
樹
枝
、
樹
葉
的
畫
法
，
或
許
這
正
是
陳

澄
波
日
後
口
中
所
說
﹁
倪
雲
林
﹂
線
條
的

影
響
。一

九
三
四
年
，
陳
澄
波
在
接
受
︽
臺

灣
新
民
報
︾
的
訪
問
時
，
便
提
到
：

 

我
因
一
直
住
在
上
海
的
關
係
，
對
中
國

畫
多
少
有
些
研
究
。
其
中
特
別
喜
歡
倪

雲
林
與
八
大
山
人
兩
位
的
作
品
，
倪
雲

林
運
用
線
描
使
整
個
畫
面
生
動
，
八
大

山
人
則
不
用
線
描
，
而
是
表
現
偉
大
的

擦
筆
技
巧
。
我
近
年
的
作
品
便
受
這
兩

人
影
響
而
發
生
大
變
化
。
我
在
畫
面
所

要
表
現
的
，
便
是
線
條
的
動
態
，
並
且

圖十　 陳澄波　立姿裸女　77　　年代不詳　紙本淡彩鉛筆　縱37，寬28.5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圖十一　陳澄波　坐禪　1933　油彩畫布　縱27，寬27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來
也
運
用
在
一
些
描
繪
臺
灣
風
景
，
如
淡

水
等
地
的
畫
作
中
，
如
一
九
三
五
年
的

︿
淡
水
風
景
︵
三
︶
﹀
︵
圖
七
︶
，
及
年

代
不
詳
的
︿
潭
前
山
景
﹀
和
︿
湖
濱
﹀

等
。
這
些
作
品
，
都
有
一
些
縱
貫
畫
幅
的

以
擦
筆
使
整
個
畫
面
活
潑
起
來
，
或
者

說
是
，
言
語
無
法
傳
達
的
，
某
種
神
秘

力
滲
透
入
畫
面
吧
！
這
便
是
我
作
畫
用

心
處
。
我
們
是
東
洋
人
，
不
可
以
生
吞

活
剝
地
接
受
西
洋
人
的
畫
風
。
︵
註
四
︶

倪
雲
林
即
元
四
大
家
中
的
倪
瓚
︵
一 

三○

一

∼

一
三
七
四
︶
，
他
因
家
住
太
湖

之
濱
，
因
此
特
擅
一
河
兩
岸
式
的
構
圖
，

近
景
往
往
有
高
大
卻
枯
疏
的
樹
木
兩
、
三

株
，
對
應
孤
獨
的
遠
山
及
寬
大
的
水
面
，

給
人
一
種
﹁
天
真
幽
淡
﹂
的
感
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有
倪
氏
的
︿
紫
芝
山
房

圖
﹀
、
︿
江
岸
望
山
圖
﹀
，
及
︿
容
膝
齋

圖
﹀
︵
圖
九
︶
等
，
都
呈
顯
頗
為
一
致
的

構
圖
。
老
故
宮
人
、
也
是
知
名
中
國
美
術

史
學
者
李
霖
燦
先
生
曾
稱
美
倪
瓚
說
：

﹁
他
創
造
了
折
帶
皴
的
筆
法
。
他
善
用
側

鋒
，
以
側
鋒
的
重
疊
轉
折
交
互
，
皴
擦
出

石
之
紋
理
和
遠
山
的
脈
絡
，
是
別
人
一
生

用
心
學
習
而
不
能
至
的
境
界
，
這
也
是
倪

高
士
對
山
水
畫
上
的
一
項
大
的
貢
獻
。
﹂

︵
註
五
︶比

對
陳
澄
波
的
畫
作
，
或
許
倪
雲

林
的
線
條
正
是
他
用
筆
及
構
圖
上
最
大

的
啟
發
。
如
果
說
西
方
的
油
畫
，
始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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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陳澄波　山水扇面　1946　紙本水墨　縱22.5，寬40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圖十二　 陳澄波　雌伴雄武　年代不詳　紙本油彩　縱27.3，寬24.2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是
以
﹁
面
﹂
的
思
考
來
掌
握
與
表
現
物

象
，
那
麼
﹁
線
條
﹂
的
運
用
，
正
是
東
方

繪
畫
的
特
色
；
而
陳
澄
波
也
不
斷
地
在
這

個
﹁
線
條
﹂
的
運
用
上
，
展
現
出
他
的
用

心
與
企
圖
。
一
九
三
二
年
的
︿
九
月
城
隍

祭
典
﹀
，
以
及
一
九
三
三
年
的
︿
蘇
州
風

景
﹀
，
也
都
可
以
看
出
他
不
同
的
線
條
運

用
與
表
現
。

線
條
的
使
用
，
除
了
較
寫
意
、
流

暢
的
類
型
之
外
，
事
實
上
也
有
一
些
較
細

碎
如
工
筆
畫
的
運
用
，
如
：
一
九
三○

年

的
︿
梅
園
﹀
就
是
。
那
些
類
如
茅
草
搭
成

的
門
坊
、
竹
子
編
成
的
圍
牆
，
乃
至
後
方

的
樹
叢
等
，
都
是
運
用
較
細
碎
的
短
線
畫

成
，
整
體
形
成
一
種
質
樸
、
雅
緻
的
視
覺

感
受
。同

樣
細
碎
的
筆
法
，
也
可
以
在
返

臺
後
的
幾
件
︿
嘉
義
公
園
﹀
中
得
見
；
其

中
尤
以
一
九
三
九
年
的
一
幅
，
筆
法
的
細

膩
，
仔
細
交
待
出
各
種
類
型
的
樹
木
，

形
成
豐
富
的
空
間
層
次
感
。
此
外
，
曾
參

展
一
九
四○

年
第
三
屆
臺
灣
總
督
府
美

術
展
覽
會
︵
簡
稱
﹁
府
展
﹂
︶
的
︿
夏
之

朝
﹀
，
也
是
以
細
筆
勾
勒
描
繪
的
作
品
，

表
現
出
農
村
河
邊
夏
天
清
晨
的
涼
爽
。

至
於
陳
澄
波
口
中
八
大
山
人
的
﹁
擦

筆
﹂
︵T

ouch

︶
︵
註
六
︶

，
也
就
是
一
種

以
側
鋒
畫
出
來
的
﹁
表
現
塊
面
的
筆
觸
﹂

︵
註
七
︶

，
則
是
更
清
楚
地
映
現
在
他
上

海
時
期
的
淡
彩
人
物
速
寫
上
。
這
些
作
品

在
存
藏
多
年
，
遭
到
蟲
蝕
、
毀
壞
之
後
，

還
有
將
近
四
百
多
張
，
大
部
份
是
上
海
時

期
課
堂
寫
生
示
範
之
作
，
以
鉛
筆
勾
勒
人

體
形
態
後
，
再
以
水
彩
側
筆
皴
擦
，
襯
托

出
明
暗
面
與
空
間
感
，
可
以
看
出
陳
澄
波

創
作
之
勤
與
觀
察
、
描
繪
、
掌
握
之
精
準

︵
圖
十
︶
；
這
些
作
品
都
已
收
錄
到
︽
陳

澄
波
全
集
︾
第
三
卷
，
於
二○

一
二
年
三

月
出
版
。
︵
註
八
︶

一
九
三
三
年
六
月
，
陳
澄
波
因
上

海
局
勢
的
動
亂
，
被
迫
回
到
臺
灣
。
此

後
的
作
品
，
以
歌
頌
臺
灣
鄉
土
為
主
題
，

也
深
受
許
多
收
藏
家
的
喜
愛
；
但
不
可

忽
略
的
，
是
他
對
發
揚
東
洋
︵
方
︶
文

化
的
思
想
並
未
改
變
，
探
討
的
行
動
也
未

中
止
。
一
九
三
四
年
、
一
九
三
五
年
兩
次

發
表
類
似
的
言
論
，
強
調
：
自
己
深
受
倪

雲
林
與
八
大
山
人
的
影
響
︵
註
九
︶

；
而

在
創
作
中
融
入
中
國
繪
畫
的
元
素
，
尤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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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是
線
條
、
筆
觸
的
特
色
，
仍
是
經
常
可

見
。
除
前
提
的
︿
嘉
義
公
園
﹀
系
列
外
，

另
如
：
一
九
三
五
年
的
︿
阿
里
山
遙
望
玉

山
﹀
、
︿
雲
海
﹀
，
和
一
九
四
二
年
的

︿
紅
毛
埤
﹀
，
以
及
幾
件
年
代
未
詳
的

︿
總
督
府
﹀
︵
疑
為
︿
臺
南
法
院
﹀
︶
、

︿
樓
房
﹀
︵
即
淡
水
長
老
教
會
教
堂
︶
，

都
是
水
墨
式
用
筆
的
典
型
；
而
一
九
三
六

年
的
︿
淡
水
河
邊
﹀
，
全
幅
採
高
遠
式
的

構
圖
，
以
接
近
褐
色
統
調
的
色
彩
，
左
邊

是
聚
落
，
右
方
側
坡
有
一
棵
高
高
伸
出
的

枯
樹
︙
等
，
幾
乎
就
給
人
一
種
水
墨
畫
的

印
象
。
而
在
這
些
作
品
之
外
，
尚
有
一
批

顯
然
尚
未
完
成
的
作
品
，
特
別
讓
人
足
以

窺
見
陳
澄
波
對
水
墨
繪
畫
或
中
國
元
素
始

終
未
息
的
探
究
、
嘗
試
之
心
。
如
：
一
件

一
九
三
三
年
的
︿
坐
禪
﹀
︵
圖
十
一
︶
，

以
油
彩
畫
筆
勾
畫
一
位
坐
在
樹
下
禪
坐
的

人
物
，
背
景
以
留
白
的
方
式
，
樹
幹
與
樹

枝
的
筆
觸
和
較
灰
沈
的
色
調
，
都
明
顯
有

著
模
擬
水
墨
繪
畫
的
痕
跡
。
至
於
年
代
未

詳
的
︿
阿
里
山
﹀
、
︿
山
腳
下
﹀
，
及

︿
月
夜
﹀
、
︿
雌
伴
雄
武
﹀
︵
兩
隻
番

鴨
︶
︵
圖
十
二
︶
，
都
可
以
清
楚
看
見
陳

澄
波
創
作
入
手
的
手
法
與
路
徑
。
這
些
作

品
，
都
有
助
於
我
們
重
新
解
讀
、
欣
賞
陳

澄
波
晚
期
作
品
的
思
維
面
向
。

一
九
四
六
年
，
陳
澄
波
受
難
前
夕
，

以
嘉
義
參
議
會
議
員
身
份
，
前
往
臺
南
東

山
為
民
服
務
，
留
下
了
一
支
扇
面
︵
圖

十
三
︶
，
上
頭
以
墨
筆
勾
畫
了
一
幅
風
景

畫
，
其
中
有
高
塔
在
山
之
頂
顛
，
而
遠
方

有
山
、
有
水
、
有
拱
橋
、
有
遊
船
︙
，
應

是
西
湖
景
緻
；
顯
示
作
為
西
畫
家
的
陳
澄

波
，
一
生
未
嘗
拋
棄
毛
筆
、
未
嘗
遺
忘
西

湖
的
歲
月
，
也
未
嘗
間
斷
他
對
中
國
繪
畫

註
釋

1.  

石
川
欽
一
郎
，
︿
臺
灣
的
山
水
﹀
，
︽
臺
灣
時

報
︾
一
九
三
二
年
七
月
，
收
入
顏
娟
英
譯
著

︽
風
景
心
境─

臺
灣
近
代
美
術
文
獻
導
讀
︾
，

臺
北
：
雄
獅
美
術
出
版
社
，
二○

○

一
年
三

月
。

2.  
︿
赤
島
社
洋
畫
展
覽
本
日
起
關
于
臺
北
博
物

館
，
多
努
力
傑
作
進
步
顯
著
﹀
，
︽
臺
灣
日

日
新
報
︾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月
二
三
日
，
漢
文
四

版
。

3.  

見
陳
澄
波
另
紙
遺
書
。

4.  

見
陳
澄
波
︿
隱
藏
線
條
的
擦
筆
︵To

u
c

h

︶

畫─

以
帝
展
為
目
標
﹀
，
︽
臺
灣
新
民
報
︾

一
九
三
四
年
秋
，
採
自
︽
臺
灣
美
術
全
集
，
卷

一
，
陳
澄
波
︾
，
臺
北
：
藝
術
家
雜
誌
社
，

一
九
九
二
年
二
月
，
頁
四
四
。

5.  

見
李
霖
燦
《
中
國
美
術
史
稿
》
，
臺
北
：
雄
獅

美
術
出
版
社
，
二○

○

八
年
一
月
彩
色
實
用

版
，
頁
一
四
七
。

6.  

見
前
揭
陳
澄
波
︿
隱
藏
線
條
的
擦
筆
︵To

u
c

h

︶

畫
﹀
。

7.  

另
見
前
揭
陳
澄
波
︿
製
作
隨
感
﹀
，
︽
臺
灣

文
藝
︾
二
卷
七
期
，
頁
一
二
四—

一
二
五
，

一
九
三
五
年
七
月
。
陳
澄
波
說
：
﹁
我
因
在
上

海
居
住
期
間
，
獲
得
研
究
中
國
畫
的
機
會
。
中

國
畫
中
有
各
種
好
作
品
，
其
中
我
最
欣
賞
的
是

倪
雲
林
、
八
大
山
人
的
作
品
。
前
者
運
用
線

描
畫
面
生
動
；
反
之
，
後
者
則
表
現
塊
面
的
筆

觸
，
技
巧
偉
大
。
我
近
年
的
作
品
大
致
受
到
這

兩
位
的
影
響
。
﹂

8.  

︽
陳
澄
波
全
集
︾
預
計
出
版
十
八
卷
，
由
財
團

法
人
陳
澄
波
文
化
基
金
會
策
劃
，
與
中
央
研
究

臺
灣
史
研
究
所
共
同
發
行
，
由
臺
北
藝
術
家
雜

誌
社
出
版
。

9.  

見
前
揭
︿
隱
藏
線
的
擦
筆
︵To
u

c
h

︶
畫
﹀
與

︿
製
作
隨
感
﹀
。

元
素
的
吸
納
與
運
用
。

﹁
藏
鋒
﹂
是
中
國
書
畫
運
筆
時
的
一

種
心
法
，
鋒
芒
內
斂
、
避
免
外
露
、
寧
拙

毋
巧
。
陳
澄
波
一
生
看
似
﹁
拙
氣
﹂
的
作

品
，
其
實
正
是
一
種
﹁
藏
鋒
﹂
的
思
維
與

表
現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特
展
，
正
足

以
讓
我
們
全
面
檢
視
這
位
不
平
凡
的
藝
術

家
一
生
﹁
藏
鋒
於
拙
﹂
的
深
刻
思
維
與
傑

出
創
作
。

作
者
為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歷
史
系
所
教
授
，
本
展
策
展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