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6

年
，
台
南
開
啟
了
美
術
史
的
另
一
頁
篇
章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畫
會
在
一

群
藝
術
家
的
組
織
下
成
立
。
作
為
藝
術
家
的
聚
會
展
覽
，
成
員
間
並
不
規
範
彼

此
的
風
格
一
致
，
對
此
，
史
論
家
容
或
有
不
同
的
詮
釋
。
長
久
以
來
，
論
者
為

建
立
台
灣
南
部
的
特
殊
性
，
多
以
區
隔
於
主
流
、
激
進
的
北
部
，
來
描
述
此
種

所
謂
溫
和
、
詩
意
、
浪
漫
的
南
台
灣
情
調
。

然
而
，
這
種
南
北
對
照
、
邊
緣
對
立
於
主
流
的
二
元
框
架
，
在
拉
出
時
間

的
距
離
後
，
能
否
依
然
適
用
於
南
方
？
在
經
年
的
傳
頌
下
，
畫
會
風
格
的
歷
史

內
涵
，
如
同
小
說
家
劉
以
鬯
的
名
句
﹁
彷
彿
隔
著
一
塊
積
著
灰
塵
的
玻
璃
，
看

得
到
，
抓
不
著
﹂
，
成
為
朦
朧
美
感
下
的
一
抹
背
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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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更
準
確
地
定
位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畫
會
，
本
書
歷
經
了
長
期
的
多
次
訪

談
，
第
一
手
史
料
蒐
集
整
理
，
並
邀
請
三
位
優
秀
的
學
者
重
新
探
討
其
內
涵
。

王
品
驊
從1980

年
代
抽
象
藝
術
的
脈
絡
切
入
，
探
討
葛
林
伯
格
的
前
衛
觀
，
如

何
被1990

年
代
藝
評
家
倪
再
沁
的
詮
釋
簡
化
詮
釋
，
也
試
圖
還
原
這
批
藝
術
家

創
作
的
社
會
聯
繫
。
相
較
於
早
期
現
代
畫
家
的
貢
獻
，
許
遠
達
以
夾
議
夾
敘
的

方
式
，
引
用
當
年
的
重
要
評
述
，
再
次
確
認
畫
會
當
時
被
肯
認
的
本
土
主
義
座

標
。
李
書
旆
則
借
用
德
勒
茲
的
概
念
﹁
摺
子
﹂
，
細
膩
爬
梳
台
南
藝
術
重
要
事

件
的
相
關
脈
絡
，
來
定
位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這
個
帶
有
啟
蒙
意
味
、
卻
無
現
代
主

義
包
袱
的
畫
會
。 

本
書
的
主
編
鄭
雯
仙
女
士
是
國
立
台
南
藝
術
大
學
藝
術
史
與
藝
術
評
論
研
究

所
碩
士
，
也
是
我
在
南
藝
的
指
導
學
生
。
她
原
有
國
立
藝
專
的
學
歷
與
創
作
背

景
，
在
學
期
間
，
便
展
現
出
求
知
若
渴
的
堅
毅
韌
性
，
在
取
得
碩
士
學
位
後
，

又
以
極
大
的
熱
誠
，
無
私
地
投
入
台
南
當
代
藝
術
展
演
、
藝
評
的
推
廣
。
多
年

來
，
雯
仙
成
立
了
藝
術
評
論
的
網
站
平
台
：
觀
察
者
， 

與
藝
術
文
字
工
作
者
，

共
同
攜
手
耕
耘
台
南
的
藝
術
沃
土
。
人
們
經
常
可
在
各
種
展
場
中
看
到
雯
仙
的

身
影
，
不
厭
其
煩
地
紀
錄
著
大
小
藝
術
活
動
，
守
護
著
這
塊
土
地
的
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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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
仙
一
路
走
來
，
始
終
如
一
。
記
得
剛
畢
業
的
她
，
曾
號
召
研
究
所
的
同

學
們
，
共
同
田
野
調
查
台
南
地
區
的
實
驗
性
空
間
，
並
出
版
了
︽
在
微
光
下
，

從
南
方
出
發
：
台
南
藝
文
空
間
回
訪 1980- 2012

︾
這
本
小
書
，
受
到
藝
術
界

的
注
目
。
現
在
，
繼
而
以
更
為
嚴
謹
、
扎
實
的
態
度
，
投
入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畫

會
的
檔
案
研
究
，
彙
編
成
這
本
具
學
術
參
考
價
值
的
專
書
。
相
信
在
愈
來
愈
多

的
檔
案
重
建
之
後
，
台
灣
藝
術
史
將
會
有
全
新
的
面
貌
。
讀
其
書
者
，
當
有
知

音
，
是
為
之
序
。

蔣
伯
欣
―
台
灣
藝
術
檔
案
中
心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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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
動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展
覽
檔
案
紀
錄1986- 1997

︾
︵
以
下
簡
稱
﹁
風

動
﹂
︶
是
佐
佐
目
藝
文
工
作
室
︵
以
下
簡
稱
﹁
本
工
作
室
﹂
︶
，
探
索
台
南
藝

術
現
象
所
獨
立
出
版
的
第
二
本
專
書
，
內
容
立
基
於
本
工
作
室2016

年
的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雙
年
展
﹂
研
究
計
畫
︵
通
過
國
藝
會
補
助
︶
，
再
新
增
分
別
由
王

品
驊[

王
曼
萍]

、
李
書
旆
、
許
遠
達
等
三
位
學
者
特
撰
的
藝
評
三
篇
。
研
究
調

查
成
果
和
出
版
分
享
，
本
身
就
是
一
個
難
以
言
明
的
奇
妙
旅
程
。

這
個
故
事
必
須
回
到2012

年
第
一
本
專
書
︽
在
微
光
下
，
從
南
方
出
發
：

台
南
藝
文
空
間
回
訪1980- 2012

︾
的
田
調
經
驗
說
起
；
該
書
由
一
羣
剛
從
藝

術
史
與
藝
術
評
論
研
究
所
的
畢
業
生
邀
集
在
校
同
所
的
學
弟
妹
，
共
同
針
對
台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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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替
代
空
間
運
生
歷
程
面
貌
所
進
行
的
爬
梳
；
其
實
當
時
參
與
的
同
儕
之
間
沒

有
任
何
人
有
出
版
書
籍
的
背
景
，
憑
藉
的
只
是
對
於
該
主
題
的
好
奇
，
對
於
民

族
誌
方
法
實
踐
的
可
能
，
一
種
單
純
的
想
像
與
熱
誠
。
於
是
，
從
分
配
章
節
、

訪
談
對
象
到
書
寫
、
編
輯
設
計
等
，
直
至
終
於
可
以
付
梓
出
版
的
過
程
中
，
相

信
每
位
參
與
者
應
該
皆
有
其
個
人
不
同
的
心
得
和
收
穫
。
之
於
我
而
言
，
則
是

對
於
當
時
訪
查
中
，
以
及
日
後
其
他
研
究
計
畫
訪
談
時
刻
，
一
再
被
受
訪
者

提
及
的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展
覽
或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畫
會
帶
給
他
們
的
影
響
，
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到
底
在 1980

年
代
台
南
地
方
的
文
化
中
心
所
屬
的
展
示
空

間
，
出
現
了
什
麼
刺
點
，
可
以
眾
聲
喧
嘩
、
議
論
紛
紛
，
是
什
麼
樣
作
品
的
張

力
，
能
帶
給
觀
者
再
三
回
味
的
感
受
與
記
憶
，
甚
至
對
藝
術
的
視
野
有
啟
發
的

力
量
。
對
該
展
覽
的
重
重
疑
問
，
在
在
觸
發
了
我
追
索
的
興
趣
，
然
而
經
初
步

蒐
尋
後
，
並
無
聽
聞
以
外
的
更
多
資
料
及
完
整
讀
本
可
供
理
解
，
反
更
突
顯
了

台
南
當
代
藝
術
發
展
史
料
庫
建
構
的
迫
切
性
，
便
是
之
後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雙

年
展
﹂
研
究
計
畫
的
起
因
。
也
順
勢
描
繪
出
本
工
作
室
檔
案
資
料
庫
建
立
的
藍

圖
，
同
時
對
台
南
當
代
藝
術
研
究
基
礎
史
料
匱
乏
的
現
況
，
真
正
做
出
一
點
有

效
的
對
應
方
案
，
︽
風
動
︾
遂
得
以
被
推
出
作
為
認
識
台
南
當
代
藝
術
發
展
的

重
要
檔
案
記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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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史
的
建
構
有
時
更
像
是
一
種
偵
探
般
的
演
示
，
歷
時
十
餘
年
，10

場

展
覽
，
現
存
層
層
疊
疊
的
文
件
、
信
函
、
文
宣
、
照
片
、
剪
報
，
乃
至
於
小
小

的
一
張
字
條
、
紙
片
等
，
皆
是
無
法
疏
漏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
需
通
過
不
厭
其
煩

來
來
回
回
的
交
叉
比
對
、
檢
視
，
才
能
有
益
於
檔
案
解
密
的
進
行
。
︽
風
動
︾

的
篇
章
安
排
自
是
解
密
工
程
的
一
環
，
主
要
在
於
清
晰
呈
現
展
覽
生
產
過
程
的

前
景
後
台
，
但
又
不
必
然
需
有
閱
讀
的
前
後
次
序
，
此
乃
特
為
留
給
讀
者
探
密

的
趣
味
，
在
堆
砌
的
文
件
檔
案
中
，
藉
由
各
種
觀
看
的
線
索
，
發
掘
除
了
受
到

西
方
藝
術
洗
禮
的
產
物
外
，
屬
於
這
個
土
地
孕
育
所
滋
長
的
藝
術
面
貌
、
內

涵
；
召
喚
出
如
當
年
創
會
成
員
自
我
啟
蒙
的
精
神
。

︽
風
動
︾
作
為
歷
史
藝
術
事
件
不
同
角
度
的
梳
理
與
探
討
，
希
望
傳
達
出

比
上
述
更
多
層
面
的
意
涵
。

鄭
雯
仙
―
觀
察
者
藝
文
田
野
檔
案
庫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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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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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品
驊
―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美
術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地
域
性
思
考
與
想
像
的
詩
學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畫
會
的
純
粹
性
實
踐

 

⸺�

思
考
和
想
像
是
同
一
件
事

關
於1994

年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雙
年
展
。
我
們
所
做
的
，

僅
表
示
了
一
種
必
然
的
可
能
，

他
像
是
預
告
。

作
品
是
起
源
於
他
想
要
做
或
者
是
需
要
去
做
的
，

這
應
有
所
區
別
。

我
們
想
做
一
件
作
品
，
只
是
因
為
想
去
做
。

您
看
，
這
會
是
怎
樣
的
作
品
。

⸺�

黃
宏
德
︽1994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雙
年
展
︾
序
文
摘
要

序
文
的
黃
宏
德
式
句
法
，
說
明
了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
畫
會
的
精
神
所

在
。
也
是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
調
查
研
究
的
成
果
報
告
結
語
中
提
到
：
﹁
抽
象

畫
的
意
義
在
﹃
南
台
灣
﹄
反
而
是
表
達
他
們
的
純
粹
藝
術
的
純
粹
，
是
他
們
對
於

藝
術
的
理
想
性
追
求
，
就
產
生
他
們
自
己
專
屬
於
南
台
灣
的
﹃
風
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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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筆
者
而
言
，
這
是
一
個
很
準
確
的
調
查
研
究
的
觀
點
。
這
個
觀
點
不
僅

建
基
於
對
於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
展
覽/

畫
會
從1986- 1997

年
間
發
展
軌
跡
的

調
查
，
更
是
基
於
每
位
成
員
事
實
上
都
對
於
藝
術
有
不
同
理
念
。
整
體
來
說
，

在
調
查
報
告
所
集
中
呈
現
的
每
位
藝
術
家
對
於
抽
象/

具
象
、
平
面/

立
體
、
藝

術
傳
統/
現
代
藝
術
等
創
作
問
題
，
都
採
取
不
同
的
思
維
路
徑
和
處
理
方
法
，

也
在
此
基
礎
上
他
們
的
創
作
與
展
覽
，
的
確
體
現
出
從1980

年
代
藉
由
現
代
藝

術
的
反
思
性
，
該
畫
會
開
啟
了
台
南
當
代
藝
術
的
鮮
明
在
地
性
。
為
什
麼
是

﹁
台
南
﹂
？
我
想
這
個
問
題
，
正
是
同
樣
位
於
台
南
的
佐
佐
目
藝
文
工
作
室
主

動
進
行
這
個
調
查
研
究
計
畫
註
1
，
計
畫
本
身
所
具
有
的
一
種
反
身
自
問
的
現

代
性
探
究
的
態
度
顯
現
，
也
是
一
種
從
現
代
藝
術
在
地
轉
譯
角
度
出
發
的
研
究

路
徑
之
所
是
。

回
訪
歷
史  

開
展
新
歷
史
圖
像

1986

年
黃
宏
德
任
職
台
南
市
立
文
化
中
心
，
遞
出
了
一
份
策
展
計
畫
書
，

﹁
倡
導
南
台
灣
現
代
繪
畫
之
發
展
﹂
，
就
此
展
開
了
為
期
十
年
的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雙
年
展
﹂
歷
史
︵1986- 1997

︶
，
該
次
首
展
名
稱
為
﹁
南
台
灣
新
藝

術
・
風
格
展
﹂
︵M

odern A
rt

︶
，
因
此
成
立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畫
會
﹂
。
在

葉
竹
盛
的
前
言
中
，
﹁
沈
默
、
南
台
灣
，
流
行
三
、
四
十
年
代
的
東
西
︵
印
象

1  有關從1986-1997南台灣新風格展覽脈絡的梳理，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曾
於2016年以台南當代藝術形貌初探1：「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研究
計畫，獲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美術類的「調查與研究」項目
補助，並於2017年3月完成階段性同名的研究成果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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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至
野
獸
派
︶
，
等
由
日
本
移
植
來
的
二
手
貨
﹂
，
是
在
這
樣
的
觀
點
中
，
﹁
忽

略
了
觀
念
、
思
想
、
感
覺
、
實
驗
、
冒
險
之
精
神
，
一
味
做
形
式
、
色
彩
的
奴

隸
。
﹂
，
該
文
提
出
建
議
：
﹁
以
主
觀
方
式
呈
現
存
在
問
題
﹂
。
這
樣
以
符
合

新
時
代
藝
術
趨
向
的
的
開
創
性
方
向
，
力
圖
以
個
體
主
觀
立
場
發
聲
，
呈
現
觀

念
、
思
想
、
感
覺
、
實
驗
和
冒
險
的
藝
術
精
神
，
奠
定
了
該
創
作
團
體
的
基
本

態
度
。

在
當
時
訪
談
拍
攝
的
影
片
，
介
紹
風
格
各
具
的
藝
術
家
時
，
出
現
大
膽
、
創

造
性
、
新
啟
發
等
形
容
方
式
。
張
青
峯
、
楊
文
霓
從
美
國
、
陳
榮
發
從
西
班
牙
回

國
，
黃
宏
德
甫
獲
雄
獅
美
術
新
人
獎
、
與
顏
頂
生
、
林
鴻
文
等
多
位
藝
術
家
均
是

台
北
市
立
美
術
館
的
﹁
中
華
民
國
現
代
美
術
新
展
望
﹂
展
的
參
展
藝
術
家
，
而
從

西
班
牙
回
國
的
葉
竹
盛
，
曾
參
與
春
之
藝
廊
﹁
異
度
空
間
﹂
展
與
北
美
館
的
﹁
前

衛
・
空
間
・
裝
置
﹂
展
。
洪
根
深
、
曾
英
棟
從
師
大
畢
業
後
都
在
南
部
學
校
任

教
。
從
創
作
風
格
的
差
異
和
藝
術
家
背
景
的
多
樣
性
即
可
了
解
，
南
台
灣
展
策
展

意
圖
，
的
確
是
為
了
集
結
當
時
最
具
創
新
色
彩
的
現
代
藝
術
發
表
。

筆
者
在2012

年
進
行
了1980

年
代
的
藝
術
歷
史
研
究
，
最
初
的
切
入
點
是

1980 

年
代
的
﹁
抽
象
藝
術
﹂
研
究
，
原
因
是
台
北
市
立
美
術
館
標
誌
著
﹁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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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性
﹂
和
﹁
國
際
性
﹂
成
立
和
第
一
所
獨
立
招
生
的
關
渡
藝
術
學
院
︵
今
之
國

立
台
北
藝
術
大
學
︶
成
立
，
在
兩
個
現
代
藝
術
體
制
符
號
在
台
灣
出
現
的
時
刻

前
後
，
﹁
什
麼
是
現
代
藝
術
﹂
成
為
該
時
空
的
必
要
性
提
問
。
在1986

年
之
前

正
巧
有
旅
英
回
國
的
藝
術
家
林
壽
宇
，
策
劃1984

年
﹁
異
度
空
間
﹂
展
和1985

年
﹁
超
度
空
間
﹂
展
，
這
兩
個
展
覽
影
響
了1986

年
北
美
館
，
再
舉
辦
﹁
前
衛

・
空
間
・
裝
置
﹂
展
，
顯
然
這
些
展
覽
都
環
繞
著
受
到
西
方
現
代
藝
術
影
響

後
，
對
於
現
代
藝
術
的
想
像
。
許
多
藝
術
家
都
加
入
了
，
戰
後
受
李
仲
生
影

響
、1980

年
代
受
林
壽
宇
的
極
限
藝
術
理
念
影
響
的
年
輕
世
代
創
作
者
如
莊

普
、
賴
純
純
、
陳
幸
婉
、
程
延
平
、
胡
坤
榮
、
張
永
村
等
，
以
及
從
西
班
牙
留

學
回
來
的
陳
世
明
、
葉
竹
盛
、
陳
榮
發
等
，
彷
彿
都
藉
由
創
作
提
問
著―

現
代

抽
象
風
格
表
徵
現
代
藝
術
潮
流
嗎
？

1987- 1988

年
間
筆
者
認
識
了
黃
宏
德
、
顏
頂
生
，
明
顯
理
解
到
他
們
是
在

上
述
風
潮
中
，
選
擇
離
開
台
北
生
態
、
回
到
南
部
生
活
，
有
著
南
部
觀
點
的
藝

術
家
。
像
是
作
為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
的
觀
者
一
般
、
其
後
幾
年
有
訪
談
、
有

聚
會
討
論
藝
術
和
出
版
畫
冊
等
合
作
。
但
是
許
多
歷
史
的
重
要
徵
象
，
還
是
要

經
歷
了
三
十
年
後
，
藉
由
歷
史
回
訪
才
能
發
現
新
的
面
貌
，
甚
至
產
生
恍
然
大

悟
的
感
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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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一
開
始
引
述
的
是1994

年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雙
年
展
﹂
黃
宏
德
擔
任
會

長
的
序
文
，
其
實
是
從1986

年
開
始
雙
年
展
的
發
表
，
到1994

年
更
開
放
為
邀

請
更
多
創
作
者
參
加
的
一
次
，
因
而
在
展
覽
面
貌
上
更
為
擴
充
的
一
次
。
某
種

意
圖
上
有
著
作
為
一
個
畫
會
，
想
要
廣
納
百
川
、
往
後
交
棒
的
意
義
。
這
使
得

黃
宏
德
的
﹁
我
們
想
做
一
件
作
品
，
只
是
因
為
想
要
做
。
﹂
就
更
多
了
一
個
理

解
的
層
次
，
除
了
是
他
們
對
於
自
己
創
作
理
念
的
表
態
之
外
，
更
多
了
一
層
對

於
文
化
藝
術
盡
責
任
的
意
涵
。
更
整
體
的
說
，
他
們
強
調
創
作
的
純
粹
性
，
以

及
無
目
的
性
的
特
質
。

重
新
定
義  

藝
術
叛
逆
的
主
體
性

然
而
，1997

年
最
後
一
屆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雙
年
展
﹂
專
輯
，
學
者
蕭
瓊

瑞
提
到
：
﹁
高
雄
現
代
畫
學
會
，
那
種
簽
名
在
裸
露
上
身
，
大
塊
吃
肉
、
大
碗

喝
酒
的
生
猛
活
力
。
在
台
南
則
對
比
著
一
種
孤
高
、
疏
離
、
安
靜
、
隱
逸
的
南

朝
氣
息
。
﹂
這
的
確
是
一
個
有
力
的
對
比
，
因
為
兩
個
畫
會
都
是
解
嚴
前
後
，
標

舉
南
部
觀
點
，
具
有
鮮
明
地
域
文
化
意
識
，
體
現
不
同
城
市
文
風
的
創
作
團
體
。

然
而
，
該
文
也
突
顯
著
解
嚴
年
代
早
已
是
多
元
觀
點
競
逐
的
時
空
，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雙
年
展
﹂
不
僅
有
著
不
同
於
高
雄
現
代
畫
會
的
安
靜
隱
逸
與
疏
離
特
徵
，
同

時
也
有
別
於1996

年
北
美
館
舉
辦
﹁
台
灣
藝
術
主
體
性
﹂
雙
年
展
，
對
於
台
灣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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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後
發
展
、
主
體
意
識
形
塑
的
熱
切
訴
求
，
多
元
狂
飆
中
有
更
多
以
各
種
文
化
符

碼
、
政
治
圖
騰
、
社
會
革
命
姿
態
現
身
的
創
作
潮
流
。
相
較
於
洪
流
，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
畫
會
雖
有
鮮
明
的
地
域
文
化
發
聲
的
理
念
和
促
進
更
多
革
新
、
實
驗
和

大
膽
嘗
試
、
鼓
勵
藝
術
發
展
的
社
會
實
踐
精
神
，
卻
顯
得
安
靜
隱
逸
與
疏
離
，
甚

至
容
易
被
誤
解
。

該
誤
解
早
已
於1991

年
倪
再
沁
文
章
的
批
評
中
出
現
，
該
文
提
出
若
是
朝
向
新

文
人
畫
或
禪
畫
發
展
，
即
有
如
消
極
遁
世
、
逃
避
現
實
之
嫌
。
註
2
筆
者
認
為
此

處
有
著
批
評
觀
點
上
的
雙
重
誤
解
，
首
先
是
對
於
藝
術
家
創
作
理
念
的
誤
認
，
其

次
是
對
於
新
文
人
畫
或
禪
畫
的
誤
解
。
而
台
灣
學
者
陳
傳
興
在1992

年
的
回
應
文

中
，
一
開
始
即
提
出
他
認
為
環
繞
著
倪
文
關
於
台
灣
美
術
界
一
九
八O

～
九O

年

代
的
論
戰
，
構
成
所
有
言
論
焦
點
的
核
心
所
在
有
二
：
創
作
者
的
主
體
性
問
題
；

美
術
與
本
土
意
識
、
台
灣
意
識
的
糾
葛
纏
繞
。
在
解
嚴
後
廣
泛
被
訴
求
的
﹁
主

體
﹂
的
概
念
，
只
是
社
會
性
的
﹁
群
我
﹂
，
是
社
會
文
化
對
於
﹁
台
灣
主
體
意

識
﹂
的
需
求
。
陳
傳
興
接
著
在
文
後
提
出
，
﹁
從
這
些
現
象
可
以
看
出
﹃
泛
政
治

化
﹄
的
社
會
文
化
已
經
深
刻
的
滲
入
美
術
、
藝
術
界
﹂
。
註
3
可
以
想
見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
畫
會
堅
持
﹁
我
們
想
做
一
件
作
品
，
只
是
因
為
想
要
做
。
﹂
，
某
種

程
度
就
是
對
於
社
會
集
體
意
識
、
主
體
性
熱
潮
的
不
跟
隨
回
應
。

2  倪再沁，〈西方美術．台灣製造―台灣現代美術的批判〉，1991年4月《雄
獅美術》發表，頁131。引發了共25篇不同論點文章的相互攻訐與討論，論
戰時間22個月，接近兩年時間。

3  陳傳興，〈『現代』匱乏的圖說與意識修辭―一九八 年代台灣之『前』後
現代美術狀況〉，《雄獅美術》259期，1992年9月發表，後收錄於葉玉靜主
編，《 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識 前九 年代「台灣美術」論戰選集》，台北：
雄獅美術出版，1994，頁239~240。

019

地域性思考與想像的詩學



當
格
林
伯
格
︵C

lem
ent G

reenberg

︶
在
︿
前
衛
與
庸
俗
﹀
的
文
章
中
，
提

出
﹁
正
是
在
絕
對
的
探
索
中
，
前
衛
藝
術
才
發
展
為
﹃
抽
象
﹄
或
﹃
非
具
象
﹄
藝

術
﹂
的
論
點
時
，
他
強
調
藝
術
家
是
為
了
﹁
創
造
某
種
完
全
自
足
的
東
西
，
就

像
自
然
本
身
就
是
自
足
的
，
就
像
一
片
風
景⸺�

而
不
是
一
種
風
景
畫
﹂
，
美
學

上
是
自
足
的
，
獨
立
於
一
切
意
義
，
相
似
物
或
源
始
︵originals

︶
之
上⸺�

格

林
伯
格
強
調
，
這
就
是
﹁
抽
象
﹂
的
起
源
。

恐
怕
格
林
伯
格
完
全
沒
有
意
料
到
，
他
對
於
抽
象
藝
術
的
觀
點
，
後
來
在

藝
術
史
的
延
展
上
，
成
為
﹁
為
藝
術
而
藝
術
﹂
論
點
的
強
烈
表
達
時
，
已
經

為
抽
象
藝
術
埋
下
了
一
個
危
機
，
亦
即
在
他
強
調
抽
象
藝
術
的
﹁
絕
對
性
﹂
的

過
程
中
，
抽
象
藝
術
的
出
現
與
發
展
，
彷
彿
與
時
代
發
展
、
社
會
變
遷
脫
離
了

關
係
。
類
似
的
誤
解
，
也
就
出
現
在
訴
求
著
台
灣
集
體
意
識
主
體
的
浪
潮
對
於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雙
年
展
﹂
的
解
讀
上
。

本
文
將
強
調
這
樣
的
藝
術
觀
點
的
偏
離
，
導
致
了
我
們
今
天
在
認
識
台
灣

現
代
藝
術
在
地
化
歷
史
過
程
時
的
某
種
缺
失
。
我
們
試
圖
在
這
樣
的
歷
史
缺
失

中
，
嘗
試
透
過
對
於
抽
象
藝
術
的
回
顧
，
去
重
新
澄
清
抽
象
藝
術
與
社
會
時
代

的
密
切
對
話
和
潛
在
聯
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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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
要
觀
察
現
代
藝
術
在
台
灣
的
在
地
轉
譯
過
程
，
幾
位
現
代
藝
術
導

師
般
的
人
物
是
必
須
被
提
及
的
，
戰
後
從1950- 1960

年
代
即
開
始
影
響
年
輕

創
作
者
的
現
代
藝
術
導
師
李
仲
生
，
本
身
留
學
日
本
，
赴
日
期
間
正
值
超
現
實

主
義
的
洗
禮
，
回
台
後
因
為
白
色
恐
怖
，
採
取
私
塾
式
的
一
對
一
現
代
藝
術
教

學
，
不
僅
啟
蒙
了
台
灣
戰
後
美
術
教
育
的
現
代
抽
象
理
念
，
重
視
個
體
的
創
造

性
和
差
異
性
，
更
是
在
他
的
教
學
方
法
中
成
為
現
代
藝
術
的
特
徵
。
這
樣
的
教

學
影
響
了
蕭
勤
、
劉
國
松
等
五
月
、
東
方
畫
會
的
成
員
，
以
及
學
生
陳
幸
婉
、

程
延
平
、
胡
坤
榮
等
藝
術
家
。

其
次
，1976

年
從
西
班
牙
和
美
國
留
學
回
台
的
陳
世
明
，
回
國
後
先
後
在
國

立
藝
專
、
關
渡
藝
術
學
院
教
書
，
葉
竹
盛
、
黃
宏
德
、
顏
頂
生
都
曾
接
觸
與
交

流
。
陳
世
明
曾
在
筆
者
的
訪
談
中
談
到
，
他
到
了
西
班
牙
留
學
才
發
現
台
灣
的

西
畫
教
學
都
來
自
於
日
本
系
統
，
到
了
歐
洲
才
理
解
兩
種
繪
畫
的
認
識
和
教
學

的
截
然
不
同
。1984

年
他
去
參
觀
威
尼
斯
雙
年
展
，
發
現
西
方
藝
術
潮
流
充
滿

暴
力
、
情
慾
與
焦
慮
不
安
，
他
開
始
質
疑
自
己
是
否
要
朝
這
樣
的
時
代
趨
勢
前

進
。2000

年
他
在
展
覽
自
述
中
寫
著
：
﹁
藝
術
作
品
有
時
是
疑
問
，
有
時
是
答

案
，
有
時
是
過
程
。
﹂
透
露
受
到
西
方
藝
術
潮
流
衝
擊
後
的
反
芻
，
最
後
是
對

焦
於―

﹁
我
一
直
不
斷
思
考
並
探
索
各
種
藝
術
元
素
的
面
向
，
如
時
間
、
空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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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面
、
自
然
、
對
象
物
、
幾
何
、
色
彩
、
變
與
不
變
等
，
企
圖
尋
找
出
一
個
最
原

始
的
究
竟
。
﹂
註
4
可
以
說
是
選
擇
了
面
對
自
己
跟
藝
術
的
根
本
關
係
。

1982
年
林
壽
宇
回
台
，
在
龍
門
舉
行
個
展
，
對
於
國
內
有
了
被
藝
術
媒
體

稱
為
﹁
白
色
震
撼
﹂
的
極
限
藝
術
的
衝
擊
。
跟
林
壽
宇
互
動
較
多
的
莊
普
、
賴

純
純
、
葉
竹
盛
、
胡
坤
榮
、
張
永
村
、
陳
幸
婉
、
程
延
平
等
藝
術
家
，
其
後
組

織
了
春
之
藝
廊
的
﹁
異
度
空
間
﹂
與
﹁
超
度
空
間
﹂
的
實
驗
展
，
將
抽
象
繪
畫

與
抽
象
雕
塑
的
理
念
，
藉
由
工
業
與
建
築
材
質
轉
換
為
空
間
中
的
物
件
裝
置
。

進
而
在1986

年
影
響
了
北
美
館
舉
辦
﹁
前
衛
・
空
間
・
裝
置
﹂
展
。
而
林
壽
宇

本
身
也
是
北
美
館
新
展
望
展
的
評
審
。
可
以
見
到1980

年
代
，
藉
由
直
接
從
國

外
的
現
代
藝
術
藝
術
潮
流
中
返
台
的
藝
術
家
理
念
的
傳
播
，
年
輕
創
作
者
們
無

論
是
否
出
國
，
皆
在
接
收
了
現
代
藝
術
理
念
之
後
，
藉
由
各
種
展
覽
的
機
會
，

﹁
在
地
轉
譯
﹂
著
對
於
西
方
現
代
藝
術
的
想
像
。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
可
以
說

是
有
意
識
的
轉
向
南
部
，
要
在
台
南
的
文
化
淵
源
與
氣
候
風
土
中
，
發
展
出
具

有
地
域
性
實
踐
色
彩
的
新
藝
術
場
域
。

台
灣
自
明
末
清
初
，
開
發
四
百
年
的
歷
史
，
可
以
說
即
是
後
殖
民
的
現
代

性
歷
程
在
一
個
邊
陲
島
嶼
的
移
民
社
會
基
礎
上
所
寫
就
。
而
台
南
府
城
是
在
後

4  陳世明，2000年《真相大白》的展覽創作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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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
民
的
殖
民
共
構
治
理
前
，
即
有
明
清
移
民
所
烙
跡
的
漢
文
化
淵
源
，
堪
稱
文

風
薈
萃
的
城
市
。
同
時
也
在
日
治
時
期
最
早
興
建
博
物
館
，
有
著
現
代
國
民
教

育
的
基
礎
建
設
。
黃
宏
德
的
家
有
祖
父
作
為
地
方
教
育
家
的
世
家
門
風
，
顏
頂

生
家
傳
三
代
的
漢
傳
中
醫
，
都
有
著
台
南
地
方
深
厚
的
文
化
素
養
和
歷
史
熏

習
。
相
對
於
解
嚴
前
後
，
北
部
快
速
進
入
的
都
會
型
文
化
與
消
費
體
制
，1996

年
達
到
高
峰
的
台
灣
主
體
意
識
是
夾
帶
政
權
轉
移
、
文
化
主
體
重
塑
和
新
型
藝

術
消
費
市
場
的
需
求
而
出
現
，
現
代
藝
術
的
多
元
衝
撞
，
作
為
政
治
社
會
意
識

型
態
瓦
解
、
轉
型
的
替
代
性
形
象
。
而
對
於
長
期
南
北
資
源
發
展
不
均
的
台
南

府
城
而
言
，
濃
厚
的
地
方
歷
史
軌
跡
和
相
對
緩
慢
的
日
常
生
活
步
調
，
自
然
有

著
不
同
於
北
部
的
場
域
特
徵
。
這
些
生
活
者
的
主
體
經
驗
，
都
在
﹁
南
台
灣
新

風
格
雙
年
展
﹂
歷
屆
的
展
覽
內
容
中
清
晰
體
現
著
，
並
且
成
為
一
種
新
的
、
展

露
跨
文
化
複
合
特
質
的
文
化
涵
融
體
。

觀
察
歷
屆
的
雙
年
展
內
容
和
參
展
名
單
，
可
以
明
暸
該
畫
會
並
無
一
限
定

性
的
風
格
預
設
，
在1986

年
的
專
輯
和
訪
談
中
即
可
得
知
，
甚
至
也
並
未
標
定

﹁
抽
象
﹂
作
為
風
格
的
取
向
。
葉
竹
盛
即
明
言
抽
象
或
具
象
，
並
非
他
的
創

作
要
建
立
的
區
分
。
尤
其
標
舉
大
膽
創
新
、
不
做
色
彩
與
形
式
的
奴
隸
，
而
是

要
傳
達
個
體
主
觀
的
存
在
體
驗
。
然
而
，
的
確
是
在
核
心
成
員
的
創
作
中
，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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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看
到
純
然
的
陌
生
形
象
、
非
具
象
的
形
式
、
色
彩
、
媒
材
物
質
性
等
的
表
現

性
，
種
種
媒
介
性
體
現
為
，
觀
者
熟
悉
的
抽
象
藝
術
：
形
式
、
色
彩
、
媒
材
物

質
性
等
等
要
素
。
筆
者
在
此
強
調
，
不
能
簡
單
的
就
將
這
樣
的
創
作
特
質
，
化

約
為
抽
象
藝
術
。
更
何
況
，
葉
竹
盛
、
陳
世
明
等
都
曾
在
筆
者
訪
談
中
強
調
，

於
其
時
表
徵
著
現
代
藝
術
的
﹁
抽
象
﹂
，
同
樣
的
語
詞
背
後
各
有
不
同
的
指
涉

與
想
像
。

若
該
雙
年
展
或
畫
會
存
在
抽
象
風
格
預
設
，
那
麼1986

年
洪
根
深
直
接
取

用
包
紮
的
人
體
形
象
、
曾
英
棟
挪
用
報
紙
做
現
成
圖
像
的
拼
貼
、1994

林
經
寰

的
文
化
戰
士
立
牌
與
娃
娃
機
、
吳
中
煒
的
奇
怪
紋
飾
家
族
畫
像
等
都
應
無
法
納

入
，
因
為
跟
其
他
成
員
風
格
大
相
逕
庭
。
換
句
話
說
，
他
們
創
作
中
存
在
著
具

有
抽
象
風
格
的
特
徵
，
真
正
緣
由
是
基
於
創
作
態
度
，
對
於
創
作
的
純
粹
性
和

藝
術
的
無
目
的
性
的
根
本
探
究
。

於
今
跨
越
了
三
十
年
的
時
空
，
我
們
藉
由
畫
冊
重
新
回
溯
黃
宏
德
淡
淡
的

筆
跡
墨
色
，
輕
輕
刷
過
空
白
場
景
留
下
一
抹
陌
生
圖
像
的
繪
畫
，
或
是
顏
頂
生

散
點
佈
置
、
隨
興
遊
走
於
畫
面
中
的
墨
跡
炭
色
，
我
們
都
再
次
感
受
到
他
們
的

繪
畫
性
，
既
具
有
西
方
現
代
藝
術
的
抽
象
精
神
，
又
散
發
著
更
濃
厚
的
漢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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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氤
氳
的
主
體
特
徵
與
時
間
感
，
那
的
確
是
台
南
府
城
特
有
文
化
淵
源
的
自

由
意
興
與
自
在
情
調
，
早
已
以
一
種
預
告
方
式
回
應
了
台
灣
社
會
劇
烈
震
盪
的

憂
慮
和
恐
慌
。
誠
如
黃
宏
德
所
說
：
思
考
與
想
像
是
同
一
件
事
。
他
們
的
思
考

是
為
了
見
證
藝
術
超
越
現
實
的
想
像
力
，
也
透
過
他
們
自
身
藝
術
的
想
像
力
，

達
致
了
對
於
時
代
性
的
深
層
辯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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