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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陳
澄
波
藝
術
中
的
摩
登
迷
戀

廖
新
田

風
景
畫
的
現
代
性
意
涵
與
典
型 

風
景

西
方
風
景
畫
的
興
起
和
現
代
人
的

心
態
有
關
。
不
再
恐
懼
自
然
、
也
不
必

在
自
己
築
起
的
﹁
封
閉
花
園
﹂
︵H

ortus 

C
on

clusus

︶
內
享
受
有
限
的
、
人
工
的

自
然
，
而
能
自
在
地
在
戶
外
欣
賞
風
景
是

現
代
風
景
觀
念
的
第
一
步
。
藉
由
科
學
方

法
的
輔
助
，
尤
其
是
透
視
法
，
以
及
對
光

線
、
空
間
結
構
的
掌
握
，
風
景
畫
成
為
現

代
社
會
再
現
人
自
身
與
其
環
境
的
一
種
特

定
的
視
覺
親
密
關
係
。
︵
註
一
︶

更
有
甚

者
，
風
景
畫
不
僅
呈
現
悅
目
的
景
緻
，
也

反
映
生
活
空
間
、
旅
遊
、
烏
托
邦
想
像
、

甚
至
是
權
力
等
現
代
性
觀
念
圖
譜
。
也
因

此
，
有
論
者
謂
風
景
畫
參
與
了
現
代
性
的

計
畫
、
民
主
與
自
由
。
︵
註
二
︶

風
景
畫

甚
至
在
殖
民
情
境
中
呈
現
了
異
於
西
方
風

景
畫
的
另
一
套
語
境
，
探
險
、
發
現
、
文

明
、
異
國
情
調
、
殖
民
現
代
性
等
則
是
解

讀
風
景
權
力
形
構
的
概
念
。
︵
註
三
︶

現

代
性
的
計
畫
在
殖
民
關
係
中
是
關
照
的
焦

點
。
對
殖
民
者
和
被
殖
民
者
雙
方
而
言
，

現
代
性
強
調
了
殖
民
的
必
要
性
並
柔
化
了

風
景
畫
的
興
起
和
現
代
性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臺
灣
風
景
畫
的
發
展
也
是
如
此
。
風
景
畫
對
特
定
主

題
、
地
域
、
自
然
元
素
、
構
圖
等
等
的
呈
現
顯
示
某
種
偏
好
與
關
注
。
日
治
時
期
臺
灣
藝
術
家
深

深
為
現
代
化
設
施
所
著
迷
。
其
中
，
陳
澄
波
可
說
是
最
﹁
執
迷
不
悟
﹂
的
畫
家
，
他
對
電
線
桿
的

描
繪
在
於
強
調
構
成
的
特
性
：
帶
有
導
引
的
功
能
與
戲
劇
性
的
效
果
。
這
種
題
材
的
取
用
，
指
向

陳
的
創
作
探
索
：
運
用
現
代
建
物
的
線
條
特
性
開
創
畫
面
中
複
雜
的
空
間
，
以
容
納
其
敘
述
性
的

風
景
畫
以
及
風
景
圖
式
的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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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
突
所
引
發
緊
張
，
更
重
要
的
是
導
引
至

現
代
化
的
共
識
：
認
為
現
代
景
觀
是
好

的
、
美
的
，
有
利
於
現
代
社
會
生
活
。
風

景
畫
的
表
徵
因
此
反
映
出
這
種
﹁
殖
民
現

代
性
﹂
︵colonial m

odernity

︶
的
雙
重

意
義
。
︵
註
四
︶ 

從
這
個
角
度
檢
視
，
臺
灣
風
景
畫
的

興
起
可
以
說
是
帝
國
的
標
誌
與
現
代
性
的

表
徵
，
文
化
地
理
之
中
有
著
帝
國
權
力
與

殖
民
現
代
化
的
操
作
意
涵
。
就
日
據
時
代

臺
灣
風
景
畫
的
發
展
而
言
，
此
一
機
制
可

謂
是
﹁
現
代
化
作
為
美
學
化
﹂
的
過
程
：

現
代
化
在
殖
民
內
容
中
意
味
著
美
學
次
序

的
建
立
。
記
錄
、
編
排
與
展
示
乃
轉
換
的

主
要
行
動
；
發
現
與
表
徵
則
是
統
攝
這
些

行
動
的
機
制
。
其
他
鼓
勵
以
攝
影
、
繪
畫

描
寫
臺
灣
的
活
動
，
以
及
發
動
記
錄
、
展

示
臺
灣
自
然
資
源
的
運
動
成
為
日
本
殖
民

政
府
與
社
會
努
力
創
造
文
化
資
產
的
明
顯

企
圖
。
如
前
所
述
，
地
方
外
表
被
視
為
奇

觀
，
一
個
視
覺
的
秩
序
重
整
，
以
熱
帶
風

景
和
南
方
鄉
村
的
廟
宇
、
熱
帶
植
物
、
傳

統
房
舍
和
農
民
生
活
的
風
采
來
表
現
臺
灣

地
景
，
但
是
同
時
有
許
多
的
變
遷
代
表
著

殖
民
統
治
的
現
代
化
巨
變
，
例
如
，
電
線

畫
和
南
方
的
農
村
景
色
裡
，
其
中
包
含
了

寺
廟
、
熱
帶
植
物
、
傳
統
的
住
宅
和
農
村

生
活
。
但
同
時
，
有
許
多
再
現
上
的
改
變

來
自
於
殖
民
統
治
的
現
代
化
成
果
：
井
然

有
律
的
電
線
桿
排
列
、
以
尖
銳
的
透
視
法

表
現
的
橋
樑
和
鐵
公
路
成
為
風
景
畫
中
越

來
越
普
遍
的
題
材
。
藝
術
家
試
圖
同
時
去

描
繪
和
表
現
真
正
的
地
方
故
事
和
現
代
化

發
展
榮
景
。
這
是
一
項
新
審
美
秩
序
的
建

設
工
程
。
他
們
的
作
品
反
映
了
當
前
和
未

來
的
熱
切
選
擇
、
想
法
、
預
期
和
積
極
的

接
受
態
度
。

日
據
時
代
臺
灣
風
景
畫
呈
現
社
會

變
遷
下
的
視
覺
藝
術
次
序
新
貌
，
並
且

傳
達
出
涵
育
與
開
發
自
然
環
境
的
企
圖
。

不
少
畫
家
更
迫
不
及
待
地
納
入
現
代
主

題
以
建
立
新
的
美
學
秩
序
，
並
視
之
為

理
所
當
然
。
一
九
二
五
年
，
當
臺
北
橋
落

成
之
際
，
立
刻
成
為
城
市
現
代
化
生
活
的

新
地
標
。
這
座
歷
時
四
年
才
竣
工
的
現
代

景
觀
也
成
功
地
改
造
了
自
然
環
境
，
成
為

臺
北
的
文
化
地
景
。
除
了
交
通
、
經
濟
上

的
利
益
，
它
所
開
啟
的
景
觀
美
震
撼
了
民

眾
。
﹁
鐵
橋
夕
照
﹂
成
為
臺
灣
八
景
之
一

與
攝
影
焦
點
。
陳
植
棋
和
李
石
樵
分
別
於

桿
、
橋
樑
和
鐵
路
漸
漸
成
為
風
景
畫
中
的

常
見
元
素
。

風
景
畫
除
了
描
繪
現
代
風
景
的
魅

力
，
還
能
展
現
一
種
視
覺
上
的
宣
稱
：

對
特
定
主
題
、
地
域
、
人
與
物
、
自
然
元

素
、
構
圖
、
展
現
的
反
覆
呈
現
，
則
顯
示

某
種
具
有
分
析
意
義
的
偏
好
與
關
注
。

例
如
，
當
一
位
風
景
畫
家
執
著
於
人
踽

踽
獨
行
於
威
懾
的
山
岩
與
瑟
縮
的
冰
雪

下
，
那
麼
其
自
然
觀
顯
現
一
種
近
乎
宗
教

的
謹
敬
態
度
，
德
國
風
景
畫
家
費
德
理

區
︵C

aspar D
avid Friedrich

︶
是
典
型

的
例
子
。
可
見
，
風
景
畫
中
主
題
與
元

素
的
選
擇
是
重
要
的
，
一
如
字
彙
和
語

詞
，
而
將
它
們
呈
現
與
貫
串
起
來
的
是
敘

述
、
文
法
，
及
構
圖
與
格
式
等
，
將
風
景

畫
的
表
面
意
思
深
入
到
人
文
的
底
蘊
層

次
，
因
而
有
特
定
的
象
徵
意
義
。S

m
ith

︵
註
五
︶

提
出
了
﹁
典
型
風
景
﹂
︵typical 

landscape

︶
的
概
念
，
定
義
為
﹁
一
地
景

的
形
式
，
組
成
它
的
各
部
分
乃
經
過
精
挑

細
選
達
到
表
達
地
理
環
境
的
特
殊
性
。
﹂

這
種
取
景
入
畫
的
操
作
策
略
是
選
擇
風
景

元
素
構
成
一
特
定
的
風
景
格
式
。
因
此
，

即
便
是
現
場
寫
生
的
風
景
，
入
畫
與
排
佈

在
在
吐
露
出
畫
家
的
美
學
觀
、
價
值
、
心

理
，
甚
至
是
意
識
型
態
等
。

據
此
，
日
治
時
期
諸
多
臺
灣
風
景
畫

家
中
，
陳
澄
波
風
景
畫
中
刻
意
描
繪
現
代

設
施
，
如
電
線
桿
、
道
路
、
橋
樑
、
鐵
塔

等
等
，
以
及
刻
意
與
誇
大
的
安
排
，
顯
現

他
某
種
程
度
的
﹁
現
代
性
迷
戀
﹂
：
著
迷

與
執
著
於
現
代
景
觀
與
其
視
覺
震
撼
。

新
美
學
次
序
：
現
代
視
覺
再
現
的

魅
力

臺
灣
風
景
畫
的
發
展
成
為
一
種
特

定
的
視
覺
與
語
意
風
格
，
反
映
了
殖
民
社

會
與
文
化
的
變
遷
，
其
中
包
括
現
代
藝
術

環
境
的
興
起
如
美
術
教
育
、
展
覽
會
和
評

論
等
論
及
現
代
化
的
計
劃
。
現
代
化
可
以

被
描
述
為
促
進
日
本
和
所
屬
殖
民
地
的
一

個
真
實
生
活
的
發
現
。
這
裡
，
本
土
可
被

看
待
為
是
一
種
景
觀
︵spectacle

︶
，
是

新
的
社
會
政
治
和
文
化
秩
序
的
視
覺
化

︵visualization

︶
面
向
。
臺
灣
風
景
畫
中

最
重
要
特
徵
是
發
現
和
再
現
真
正
的
地
方

生
活
。
描
繪
臺
灣
環
境
的
想
法
已
經
多
多

少
少
混
合
了
一
個
共
同
目
的
：
描
述
臺
灣

的
轉
變
。
真
實
是
被
表
達
在
熱
帶
的
風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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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二
五
年
一
九
二
七
年
以
油
畫
、
水
彩

描
繪
了
這
座
有
七
連
鋼
骨
、
柏
油
橋
面
、

人
車
分
道
的
水
泥
橋
。
這
兩
張
作
品
均
以

極
銳
利
的
透
視
角
度
表
現
新
的
科
學
觀
看

方
法
成
現
於
觀
眾
眼
前
。
由
於
攝
取
景
物

者
的
位
置
必
需
是
在
岸
邊
，
強
烈
的
斜
角

幾
何
造
型
傳
達
一
種
高
度
的
、
迅
速
的
、

甚
至
有
些
震
撼
的
現
代
感
。
相
較
於
其
他

水
平
的
穩
定
構
圖
，
這
種
現
代
化
的
美
感

轉
移
、
集
中
了
視
覺
觀
看
的
焦
點
。
地
景

之
美
在
臺
北
橋
的
介
入
下
重
新
被
書
寫
，

其
語
彙
是
現
代
性
的
、
科
學
的
，
帶
有
一

種
冷
酷
的
美
感
。
繪
畫
作
品
則
將
這
種
現

代
性
的
運
作
合
法
化
。
與
當
時
的
攝
影
對

照
，
陳
、
李
的
作
品
和
製
作
成
風
景
明
信

片
的
照
片
分
享
著
共
同
的
興
趣
，
亦
即
對

現
代
性
建
物
所
呈
現
的
新
視
覺
效
果
的
興

趣
，
甚
至
是
迷
戀
。
李
石
樵
的
︿
大
橋
﹀

也
和
一
些
攝
影
一
樣
將
戎
克
船
及
小
船
安

排
在
畫
面
中
，
以
表
徵
地
方
特
色
與
繁
榮

的
景
象
。
冰
冷
鋼
硬
的
現
代
建
物
在
這
種

安
排
下
被
巧
妙
地
浪
漫
化
了
。
諷
刺
的

是
，
兩
位
畫
家
的
老
師
石
川
並
不
認
同
臺

北
橋
介
入
臺
北
地
景
產
生
的
格
格
不
入
之

感
。
這
種
對
現
代
性
迎
拒
的
觀
念
差
距
顯

示
兩
者
不
同
的
風
景
觀
與
殖
民
相
對
關
係

的
態
度
。
相
較
於
陳
、
李
的
突
兀
表
達

鐵
橋
的
存
在
，
陳
澄
波
的
︿
基
隆
河
﹀

︵
一
九
三
三
︶
則
將
鐵
橋
融
入
景
物
中
。

觀
者
的
視
覺
動
線
順
著
淡
水
河
蜿
蜒
著
而

停
駐
在
鐵
橋
，
此
時
橋
與
後
山
和
諧
地
成

為
畫
面
的
背
景
。
鐵
橋
扮
演
畫
龍
點
睛
，

成
為
讓
畫
面
產
生
新
意
的
重
要
因
素
。
將

鐵
橋
與
山
並
列
為
風
景
畫
的
背
景
，
甚
至

成
為
觀
者
與
代
表
自
然
的
山
脈
間
的
視
覺

中
繼
站
，
是
現
代
化
過
程
的
視
覺
新
語
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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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的
效
果
強
化
了
視
線
的
落
角
處—

鐵
橋
，
此
時
的
山
水
已
退
居
為
視
覺
所
無

需
碰
觸
的
位
置
，
只
扮
演
提
醒
與
殘
餘

︵rem
inder, rem

ainder

︶
的
地
位
：
前
者
提

示
現
代
化
改
變
了
自
然
，
後
者
說
明
了
在

現
代
化
之
下
，
自
然
退
居
配
角
的
地
位
。    

陳
澄
波
藝
術
中
的
現
代
迷
戀

在
清
朝
統
治
下
，
臺
灣
當
時
是
第
一

個
有
電
力
公
司
的
省
分
；
在
殖
民
時
期
，

電
力
產
生
的
推
動
成
為
島
上
工
業
化
和
發

展
過
程
的
一
部
分
。
一
九○

五
年
之
後
，

日
本
人
在
臺
北
建
立
了
水
力
發
電
的
電
力

公
司
。
一
九
一
八
年
，
政
府
大
量
利
用
中

臺
灣
日
月
潭
的
水
力
，
並
且
合
併
所
有
私

人
和
公
共
的
電
力
設
施
成
為
臺
灣
電
力
公

司
，
是
當
時
亞
洲
最
大
的
日
月
潭
的
計
畫
。

電
力
成
為
島
上
現
代
化
的
代
表
性
象
徵
，

例
如
一
九
三
五
年
電
力
公
司
的
成
果
展
現

在
臺
灣
政
府
四
十
週
年
展
當
中
是
最
重
要

的
特
色
之
一
。
而
風
景
畫
加
入
了
述
說
當

地
的
真
實
生
活
與
美
好
變
遷
的
記
錄
。

電
線
桿
題
材
的
吸
引
力
在
日
本
藝

術
家
小
澤
秋
成
一
九
三
二
年
的
﹁
電
線
桿

展
覽
﹂
中
具
體
的
表
現
出
來
。
類
似
這
種

現
代
化
的
設
施
在
臺
灣
風
景
畫
中
成
為
不

可
少
的
視
覺
符
號
。
電
線
桿
在
其
他
畫
家

中
是
常
見
的
視
覺
要
素
，
描
寫
了
殖
民
時

期
的
街
景
。
他
們
宣
告
了
現
代
生
活
的
到

來
。
日
治
時
期
臺
日
藝
術
家
深
深
為
現
代

化
設
施
所
著
迷
，
而
且
大
量
地
納
入
畫
作

中
，
臺
府
展
參
展
作
品
中
描
繪
現
代
陳

設
的
作
品
超
過
百
件
，
由
此
可
見
一
般
。

以
第
一
屆
臺
展
為
例
，
就
有
蒲
田
丈
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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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
淑
珠
，
︿
陳
澄
波
圖
片
收
藏
與
陳
澄
波
繪

畫
﹀
，
︽
藝
術
學
研
究
︾
第
七
期
，
二○

一

○

，
頁
九
七—

一
四
二
。

7. 

陳
重
光
，
︿
打
破
美
感
的
禁
忌—

懷
念
父
親
陳

澄
波
﹀
，
︽
藝
術
家
︾
第
三
四
期
︵
二
︶
，

一
九
九
二
，
頁
二
一
九
。

8. 

同
前
註
，
頁
二
二○

。

9. 

陳
澄
波
，
︿
美
術
季—

作
家
訪
問
記
︵
十
︶
﹀
，

一
九
三
六
；
刊
於
顏
娟
英
譯
著
，
︽
風
景
心

境
：
台
灣
近
代
美
術
文
獻
導
讀
︾
，
臺
北
：
雄

獅
，
二○

○

一
，
頁
一
六
四
。

情
緒
的
表
現
。
例
如
淡
水
景
色
︿
岡
﹀

︵
一
九
三
六
︶
︵
圖
三
︶
，
描
述
中
並
沒
有

觸
及
被
電
線
桿
圍
繞
的
狀
況
：
︵
註
九
︶

面
對
的
右
方
出
現
小
高
崗
，
左
方
山
崗
前

面
為
農
村
，
其
間
挾
著
彎
曲
有
趣
的
田
圃

背
景
，
曾
經
引
起
問
題
的
淡
水
中
學
校

舍
在
最
後
，
利
用
前
景
水
田
田
埂
的
的
曲

線
，
表
現
全
畫
的
線
條
韻
律
感
，
斜
行
的

道
路
截
斷
前
景
與
中
景
，
並
且
利
用
道

路
的
色
彩
增
加
前
景
明
朗
的
快
感
。
然

後
配
置
兩
、
三
位
點
景
人
物
，
田
圃
的
蜿

蜒
加
上
幾
隻
白
鷺
，
全
畫
的
中
心
便
在
於

此
，
這
是
我
努
力
的
結
晶
。

陳
澄
波
對
電
線
桿
的
視
覺
描
繪
在
強
調

電
線
桿
被
柔
化
以
便
於
配
合
畫
作
中
柔

軟
平
順
的
曲
線
。
也
就
是
說
透
過
繪
畫

語
言
的
轉
化
增
加
畫
作
詩
意
的
特
性
。
上

海
時
期
的
陳
澄
波
有
比
較
意
識
鮮
明
的
中

國
風
格
，
但
仍
然
持
續
以
電
桿
與
電
線
作

為
風
景
構
圖
的
重
要
組
成
，
如
一
九
二
九

年
的
︿
清
流
﹀
，
古
典
的
橋
上
橫
跨
著
四

根
電
桿
，
似
乎
有
意
強
調
它
的
存
在
；

一
九
三
三
年
的
︿
西
湖
︵
一
︶
﹀
也
是
如

此
。
另
外
，
陳
澄
波
頗
為
喜
歡
冒
煙
的
煙

囪
，
似
乎
刻
意
暗
示
風
吹
的
方
向
。
一
張

一
九
一
五
年
的
︿
水
源
地
附
近
﹀
水
彩
畫

便
有
類
似
圖
景
︵
同
時
有
密
布
的
電
線
和

電
桿
︶
，
一
九
一
六
年
︿
古
亭
村
牛
奶

屋
﹀
將
煙
囪
置
於
畫
面
中
央
，
暗
示
其
題

材
的
選
擇
。
一
九
三
六
年
︿
滿
載
而
歸
﹀

中
央
冒
煙
的
畫
面
則
是
船
舶
。
一
張
年
代

不
明
的
︿
運
河
﹀
則
同
時
有
冒
煙
的
煙
囪

和
船
隻
，
且
都
安
排
於
中
央
的
位
置
。

現
代
臺
灣
風
景
之
美
的
發
現
與
表

徵
是
日
據
時
期
風
景
圖
像
的
新
寵
︵
另
一

個
更
明
顯
的
例
子
是
﹁
臺
灣
新
八
景
﹂
︶
。

在
取
景
入
畫
的
過
程
中
，
自
然
與
文
化
融

合
成
新
的
美
感
秩
序
。
這
些
新
視
覺
圖
像

成
了
﹁
第
二
自
然
﹂
，
取
代
了
原
來
的
自

然
實
質
︵
即
﹁
第
一
自
然
﹂
︶
。
這
是
自
然

與
文
化
的
辯
證
關
係
，
從
自
然
過
渡
到
文

化
的
連
續
過
程
中
被
確
定
下
來
並
成
為
視

覺
的
語
彙
。
透
過
藝
術
創
作
的
過
程
，
觀

看
臺
灣
風
景
的
新
典
範
因
而
誕
生
：
接
受

現
代
化
，
禮
讚
對
自
然
的
挪
用
與
現
狀
的

改
變
，
並
且
美
化
與
正
當
化
這
種
視
覺
秩

序
，
最
終
成
為
觀
看
與
欣
賞
臺
灣
地
景
之

美
的
參
考
架
構
，
那
就
是
臺
灣
風
景
。

作
者
為
臺
灣
藝
術
大
學
人
文
學
院
院
長

高
橋
清
、
桑
野
龍
吉
、
素
木
洋
一
、
竹
內

軍
平
、
吉
村
晉
、
西
尾
善
積
、
加
藤
不
可

止
、
南
條
博
明
、
野
田
正
明
、
蘇
新
鑑
、

祝
彥
熊
、
陳
庚
金
。
陳
澄
波
雖
不
能
說
第

一
或
唯
一
者
，
但
可
說
是
最
執
迷
的
畫

家
。
根
據
李
淑
珠
的
調
查
︵
註
六
︶
：

雖
然
陳
澄
波
圖
片
收
藏
裡
描
繪
電
線
桿

的
作
品
不
多
，
但
無
論
是
日
本
還
是
臺

灣
的
近
代
畫
壇
，
作
為
近
代
設
施
的
電

線
桿
的
題
材
，
其
隨
處
可
見
，
並
非
陳

澄
波
一
人
的
專
利
，
但
若
以
數
量
多
、

重
視
細
節
的
描
寫
傾
向
來
看
，
陳
澄
波

的
電
線
桿
，
的
確
有
其
獨
特
性
。

就
量
與
時
間
而
言
，
從
一
九
一
五
年

到
一
九
四
六
年
有
超
過
五
十
張
的
作
品
含

有
電
線
桿
︵
包
括
速
寫
︶
，
可
說
是
極
為

專
注
與
著
迷
的
。
他
不
僅
採
用
公
共
建
設

作
為
主
要
的
題
材
，
也
利
用
它
們
作
為
重

要
的
創
作
元
素
。
早
在
一
九
一
五
年
︿
神

嘗
祭
﹀
水
彩
畫
中
，
便
有
電
桿
依
序
排
列

的
透
視
安
排
。
一
張
一
九
二
六
年
入
選
日

本
帝
展
的
︿
嘉
義
街
外
︵
一
︶
﹀
︵
圖

一
︶
包
含
了
現
代
和
傳
統
的
景
色
。
畫
作

有
一
條
興
建
中
的
道
路
以
及
一
排
整
齊

的
電
線
桿
，
表
現
了
臺
灣
從
未
開
化
、
原

始
以
及
無
秩
序
到
現
代
、
有
組
織
以
及
開

化
的
轉
變
的
概
念
。
一
年
後
在
第
二
幅
同

樣
標
題
的
畫
作
中
，
陳
澄
波
的
焦
點
完
全

放
在
發
展
後
的
部
分
︱
街
道
上
滿
佈
電
線

桿
的
景
象
，
以
及
尖
銳
的
透
視
法
為
主
要

構
圖
的
基
調
，
與
本
文
前
述
以
尖
銳
的
角

度
表
現
鐵
橋
的
現
代
感
如
出
一
轍
。
這
個

構
圖
和
同
年
的
︿
溫
陵
媽
祖
廟
﹀
右
半
邊

畫
面
非
常
近
似
，
強
調
電
線
桿
矗
立
排
列

的
次
序
感
與
現
代
感
。
這
種
視
覺
表
現
的

風
格
呼
應
著
當
時
臺
灣
現
代
化
計
畫
將
成

為
視
覺
的
主
題
。
最
重
要
地
，
他
透
過
藝

術
創
作
記
錄
了
這
些
轉
變
，
也
確
認
了
這

些
新
改
變
的
樂
觀
局
面
。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另
一
件
入
選
日
本
帝
展
的
作
品
︿
夏
日
街

景
﹀
︵
圖
二
︶
，
一
根
電
線
桿
極
不
協
調

地
置
於
中
間
把
畫
面
等
分
成
兩
部
分
，
加

上
其
他
垂
直
的
柱
子
和
金
屬
廣
播
塔
，
這

樣
一
個
當
地
街
景
完
全
體
現
了
畫
家
眼
中

現
代
生
活
的
情
節
。
陳
澄
波
的
兒
子
陳
重

光
回
憶
道
：
︵
註
七
︶

父
親
想
表
達
的
是
真
實
的
生
活
，
所

以
，
那
些
礙
眼
難
看
的
電
線
桿
，
他
也

都
一
一
描
繪
，
讓
人
一
看
就
知
道
，
這
是

個
﹁
現
代
﹂
的
社
會
，
不
是
幻
境
美
景
。

他
將
現
代
意
象
融
入
畫
作
成
為
風
景
作
品

中
浪
漫
的
、
充
滿
詩
意
的
元
素
，
但
手
法

則
是
現
時
的
敘
述
。
在
美
學
法
則
與
題
材

之
間
，
他
強
調
後
者
，
以
獨
特
的
個
人
手

法
融
合
之
，
凸
顯
其
風
景
主
題
中
的
現
代

氛
圍
，
而
形
成
風
格
鮮
明
的
﹁
陳
氏
風

景
﹂
︵
註
八
︶
：

 

的
確
父
親
有
一
些
畫
，
像
是
對
一
般

的
、
傳
統
的
美
學
觀
念
挑
戰
著
。
比

如
說
一
九
二
七
年
的
作
品
︿
夏
日
街

景
﹀
，
在
畫
面
的
中
央
很
怵
目
地
豎
著

一
根
電
線
桿
。
像
是
把
畫
面
分
成
均
勻

的
兩
半
，
一
般
畫
家
總
是
盡
力
避
免
這

樣
的
構
圖
，
或
去
掉
電
線
桿
，
或
挪
到

另
一
個
角
度
，
務
要
適
應
一
些
原
則
，

避
開
呆
板
、
笨
拙
。
然
而
父
親
這
幅

畫
，
在
中
央
這
條
垂
直
線
條
的
威
脅

下
，
卻
沒
有
顯
得
呆
板
，
因
為
生
趣
盎

然
的
綠
樹
圓
圓
的
頂
端
，
彎
曲
的
道
路

和
草
地
形
成
的
弧
線
，
巧
妙
地
讓
畫

﹁
活
﹂
了
起
來
。
那
些
電
線
桿
矗
立
在

那
裡
，
彷
彿
是
再
自
然
也
不
過
的
了
。

反
倒
是
，
陳
澄
波
甚
少
提
及
這
個
題
材

的
引
入
與
引
人
入
勝
之
處
，
像
是
點
景

的
附
屬
角
色
，
反
而
是
比
較
強
調
風
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