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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與活動

一頁澄亮的波光

詩畫雙美

割台那一年，陳澄波出生；光復後第二年，受

二二八事件的牽連而被槍決。作為台灣繪畫的先驅

人物，陳澄波從台灣到日本東京、中國上海，再回

到台灣嘉義的藝術旅程，創作了無數畫作，成為跨

越國界的畫家。這一次陳澄波百二誕辰東亞巡迴大

展，選擇從近嘉義的台南出發，將於北京、上海、

東京、台北幾個大城市展出，彷彿陳澄波的英靈將

重返舊地巡禮，現代的觀眾則藉此重新認識前輩畫

家的丹青之美，並反思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孕

育了畫家、扼殺了畫家。

國立台灣文學館很榮幸被邀請參與台南場的展

出，但作為一個專業的文學博物館，基於尊重並堅

守機關主體，我們不得不提出文學性的請求，最初

是想將陳澄波和他的尊翁陳守愚連結，因館藏中頗

有一些守愚先生的遺物，但畢竟不協，我們因此而

提出邀請詩人為陳澄波的繪畫題詩的構想，獲得主

辦單位及總策展人的惠允，這就形成了詩畫雙美的

「波光瀲灩」特展。

畫作由總策展人白適銘教授精選，由於我們把

主題訂在台灣風土，因此盡是城鄉景致，總計33

幅；我們邀請33位詩人為這些畫作題詩，畫與詩相

互輝映。

如所周知，詩以文字作為表現媒介，功用和

其他文類沒什麼兩樣，可以抒情、可以詠物、可以

敘事、也可以寫人等，不同之處在於詩的語言很濃

文／李瑞騰　國立台灣文學館前任館長、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圖／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臺北市立美術館、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立美術館

詩，以文字作為表現媒介；畫則以線條、色彩在某種載體上舖展成畫面，兩者之間到底會形成什麼樣的

對話？當代33位詩人為陳澄波的繪畫題詩，詩人觀畫有感而以詩表之。我們閱讀波光，既流連於線條與
色彩間，也藉著詩的意象與律動，感受文字之美與原畫要旨。

縮，以有限暗示無限，以小我象徵大我，言有盡而

意無窮；有些詩還有格律，非常講究。而畫，以線

條和色彩在某種載體上舖展成畫面，畫山畫水畫人

物，寫實寫意，或抽象至極，展現一個有構圖的空

間，表現畫家的時代感受、空間思維和人生理想。

詩，表面上用眼睛閱讀，但文字和語言相對

應，有其形有其聲，所以看的時候，很容易出聲；

而聲音是用耳朵聽的，基本上是時間性的。所以，

詩和畫的結合有幾種形態，一種是先有詩再有畫，

亦即畫家據詩作畫；一種是先有畫再有詩，亦即詩

人觀畫後寫詩。有時候畫家即詩人，有時候是兩個

人，前者可視為一個題材兩種文藝表現，後者不論

先詩後畫，或先畫後詩，都有接受和再創作問題。

此外，詩和畫的關係，也可以是「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但這已經是某一類的詩、畫，指涉

一種表現方式或意境。

當代詩人為陳澄波的繪畫題詩，當然是先有

畫，詩人觀畫有感而以詩表之。我們尊重詩人的創

作，整個展場主要以繪畫內容的地理空間作為布置

考量，先嘉義而北而南，展現陳澄波的台灣視野、

鄉土情懷及其繪畫景況。我們閱讀波光，既流連於

線條與色彩間，也藉著詩的意象與律動，感受文字

之美與原畫要旨。

作品賞析

此次展覽，毫無疑問是先有畫，詩人看了畫以

我看當代詩人為陳澄波題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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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為它寫詩。但我們這次遇到小問題：我們從基金

會取得圖檔，然後寄給詩人，詩人看後有所體會，

寫成作品。後來才發現，所有的圖檔色彩都偏紅，

與原作比較起來形成色差，如果詩人寫作時不在乎

色彩，那就沒有問題，但如果詩人被這個紅色吸引

了之後，紅色的意象會不斷出現在詩中，出現象徵

熱情的燃燒狀態，影響詩的內涵。此外，紅色與鮮

血是常常被聯想在一起的，再加上陳澄波是二二八

的受難者，這就很容易被連結在一起。這是這一次

展覽所出現的情況，或許觀眾在看畫的時候會覺得

奇怪，有些詩和畫作所呈現的感覺有一點不同，如

果詩人著眼在色彩，就會出現這樣的落差。（以下引

詩，單斜線「/」代表分行，雙斜線「//」代表分段）

嘉義街中心  
年代：1934  尺寸(cm)：91×117(50F)  
材質：油彩、畫布

陳澄波先生的畫作中有很多以嘉義為背景，

這次展出的33幅畫作中，嘉義大概佔了一半。在

參與的詩人當中，岩上出生嘉義，後來到南投草

屯教書，他是笠詩社的同仁。岩上〈紅綠與白色的

水舞〉這首詩對應的是〈嘉義街中心〉這幅經典作

品。詩很清明，比較是實寫的。讀此詩時，要注意

1930、1947和2014年這三個時間點，現在回頭去

看1930年代的嘉義，岩上的情感可能會跟我們不

太一樣：「嘉義街中心的 / 一九三○年代樣貌 / 陳

澄波的 / 畫，幾筆鮮明油彩 / 喚醒桃仔尾思古的鄉

愁 // 北回歸線的熱情 / 彈珠汽水沖和 / 嘉南平原的草

根性 / 小吃攤的鄉土口味，加速 / 人力車的腳勁飛

腿 // 一九四七年，紅綠火燄 / 火車站前的槍響，一

片白熱 / 一夜間黯淡 / 目盲且禁聲諸羅城 // 二○一四

年嘉義街中心的畫面 / 重新演出 / 街景的熱鬧 / 亞熱

帶的溫情 / 噴水池的水舞美姿」，岩上把畫裡面的

元素收集後，重新組合成用文字表達的作品，沒有

脫離原作。

夏日街景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年代：1927   尺寸(cm)：79×98(40F)  
材質：油彩、畫布

張默的〈獨釣玄奇的光影〉是寫陳澄波〈夏日

街景〉。這首詩著重在於玄奇的光影，「獨釣」是

指詩人自己，他從陳澄波的畫裡找到所謂玄奇的光

影來表現，他寫道：「試著，遙想八十六年前嘉義

中央公園的風采 / 或許就是那一根擎天的電桿木 / 輕

輕把我特殊的記憶，悄然切割 / 那座迎風納雨的噴水

池 / 當下，還在川流不息的運轉嗎」。詩所對應的畫

陳澄波〈夏日街景〉 
本畫作圖檔因授權因素，不提供下載瀏覽，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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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的景象，例如中央公園、電線桿、噴水池等，

都是主要的景，他下筆時是以一個後代人的角度，

與原作有很長的時間距離，他曾經看過那個現場，

所以有特殊的記憶和現場經驗，現在對著繪畫遙想

當年的景況。大體上來說，這首詩表達了畫境。有

一個要特別注意的地方，詩人寫的有些地方我們不

一定很清楚，像第三段「且看群樹枝頭，眾蟬此起

彼落高聲彈跳」張默先生聽不到，這是虛擬。有些

是實，有些是虛，寫作本來就是虛實之間搭配的問

題。「隱約點醒這位畫者，對土地綿密的愛意 / 他所

創發的玄奇光影和虛實對比」這句話是針對陳澄波

繪畫的能力或技術所寫的。接下來有一個用引號括

起來的詞彙「外光派」，是陳澄波學習繪畫的那個

時代出現的，基本上是印象派，他們特別著重光影

在物上面所呈現出來的感覺。

琳瑯山閣
年代：1935  尺寸(cm)：73×91(30F)  
材質：油彩、畫布

曾經有一座庭園 / 一些晴雨 / 拱橋，妝樓，老松樹 / 曾

經池塘裡有魚 // 曾經有人 // 用泥土調色 / 用風的結構水

的隱喻 / 用火一樣的筆觸 / 有人 / 寫下一些故事 // 這是你

與時間 / 手牽手 / 一起完成的── / 與風與火與水與土

地 // 迴廊有夢 / 曾經，你在這裡

陳育虹的〈琳瑯山閣1935〉比較是寫意的，琳

瑯山閣是嘉義女詩人張李德和的居所，是文人聚會

的地方。她是非常了不起的台灣女詩人，被稱為台

灣第一才女。1933年，她曾經贊助旅費讓陳澄波親

自帶著作品前往東京。陳育虹本身比較明顯受到現

代主義的影響，她不是一位喜歡直截了當去寫實的

作家。我們可以發現這首詩的語言跳躍，跟我們日

常語言的邏輯性不太一樣，它不斷地用短句，不斷

切斷的語言造成一種很特別的韻味。這首詩在沒有

這幅畫搭配時，可以獨自存在。有些作品是獨立、

有自己生命的文本，這個文本跟繪畫兩者可以並列

來看，而它自己獨立來看時又是另外一種樣貌。

玉山初冬  
年代：1934  尺寸(cm)：38×45(8F)  
材質：油彩、畫布

每天，我都習慣 / 抬頭仰望── / 玉山； / 潔白的山

峰 // 作為頂天立地的人， / 早晚，我都會 / 灑掃庭院的

落葉，和自己 / 心中的塵埃； // 仰望，終年潔白的 / 玉

山山峰， / 更加堅定了我 / 玉潔冰心； // 日日仰望，早

晚 / 灑掃； / 就是我── / 一輩子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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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煥彰在台灣的詩壇是很獨特的，早期曾經參

與龍族詩社，創作兒童文學、繪畫、詩歌，大部分

的人認為他是兒童文學作家，但他的現代詩創作也

是很不錯的。從這首〈日日仰望──敬題大畫家 陳

澄波〈玉山初冬〉〉的標題中，可以看出詩人從畫

作抓出了最核心的部分。這首詩給兒童讀也很好，

詩中的「我」作為主體，是林煥彰設身處地把自己

當成陳澄波，這個「我」既是林煥彰也是陳澄波，

但林煥彰住在南港，不可能天天仰望玉山，詩就是

這樣，如何把可能與不可能調節到適當的狀態，兩

個東西連結在一起，一是玉山，一是潔白，而這裡

面有灑掃庭院的落葉及灑掃心中的塵埃，都是為了

「潔白」，就成為一種境界，林煥彰扣緊了玉山山

峰的潔白，再從而聯想到人的潔白，讓它們成為並

列的狀態。

溫陵媽祖廟  
年代：1927  尺寸(cm)：91×116.5(50F)  
材質：油彩、畫布

〈澄波──嘉義．一九二七〉是

陳黎的作品，他是花蓮很重要的詩人，

最近幾年在花蓮辦了國際海洋詩歌節，

作品也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在國際上具

有知名度。詩人的風格各有不同，陳黎

是土生土長的花蓮人，但是受西洋文學

的訓練，所以他的詩語言比起林煥彰、

岩上等人更前衛、更現代。陳澄波的

〈嘉義の町はづれ〉(〈嘉義街外〉)作

品入選日本重要美展使他一下子成為重

要的畫家，他是台灣第一人，所以陳黎

寫道：「歷史讓你，前一年畫成，一

鳴驚人 / 率先入選帝展的〈嘉義街外〉

消失人間 / 只留一張黑白照，要我們在

溫陵媽祖廟旁 / 街上，重現那些蒸發的油彩。唯你

知道 / 你筆下每一道彩浪都是熱情而寧靜的心之 / 澄

波。」重點就在「澄波」兩個字，他怎麼去鋪展這

個「澄波」？仔細去體會這個句子：「時間就是那

條斜斜穿過畫面與街上 / 行人背道而馳的水溝」，描

寫的是時間與水的連結；《論語》有云：「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水一去不

復返，就像時間一去不復返，兩者被連結在一起；

另如杜甫的〈八陣圖〉：「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

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時間作為歷史變

遷的見證，和水、歷史連結在一塊。「溝水與廟前

婦女 / 洗衣的泉水交會蹦流處，是你要我們珍惜 / 玩

味的生之喜悅」詩人了不起的地方在於如何把這些

東西組合起來，點出核心。這個作品最後寫到他被

槍殺：「躺在門板上淌血的 / 你的身體就要穿過被你

反覆鋪繪成典型的 / 那斜斜街道進入你自己的畫中，

翻轉為島國 / 美術史，生活史，政治史一頁澄亮的波

光」可以看到詩人用「澄波」去貫串整首詩，然後

把繪畫裡很多元素重新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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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木場  
年代：不詳  尺寸(cm)：45×52.5(10F)  
材質：油彩、畫布

〈貯木場與屠宰場〉是林錫嘉的詩，他的詩

比較簡白，可以說是「語近情遙」。這首詩關於生

態，早期沒有生態保護的觀念，嘉義阿里山樹木被

濫墾濫伐情形非常嚴重，過去的人不斷開發自然以

獲取利潤後，我們感受到大地反撲的可怕，這首作

品也是從這個角度去看，他寫道：「樹，用綠葉展

現生命 / 他們用根抓住大地 / 吸吮母汁 / 成長壯大 // 木

材，赤裸著身 / 被堆置在貯木場 / 慢慢被支解 / 一塊

塊橫陳亂堆 / 成塚 // 他們只是一堆待宰的屍體 / 山林

的家離得好遠 / 鄉音也聽不見了 / 電鋸聲卻迫在咫

尺 // 阿里山美麗的山林 / 綠樹一棵棵被砍倒下 / 堆滿

貯木場裡的 / 人類的慾望啊！」詩句很簡單，卻是詩

人的控訴。

木材工廠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典藏）
年代：1921  尺寸(cm)：18.2×23.3  
材質：紙本、水彩

木材工廠巨大的煙囪撐起 / 嘉義的天空  工業化的象

徵 / 排放黑煙強勢佔領 / 天空對比木材工廠龐然建

物 / 看不見工人  工人在工廠裡 // 明亮的雲彩濡染詩

意 / 他站在家鄉的鐵道旁 / 視點拉近同時拉遠 / 用自己

獨特的表現方式 / 用生命深層的感動透過水彩 / 流露

畫家心象世界的真 // 阿里山原木被鋸齒伐倒 / 在草地

上分別躺成三堆 / 〈木材工廠〉見證那個時代 / 沿著

鐵軌走向未來 / 未來  有許多夢與理想 / 留給畫面強力

訴說

李昌憲這首寫〈木材工廠〉的詩〈心象．未

來〉，意涵大體上也是一樣，他過去長期在工廠裡

工作，寫過一本詩集叫《加工區詩抄》，他的作品

描寫的是整個社會比較底層的情況，這幅畫可清楚

看到木材成堆放在那裡，煙囪冒著黑煙，還有木材

工廠裡的那些器具等等。第一段是客觀描述，第二

段讓「人」出現，這個「他」指的是陳澄波，這一

段同時也寫「他」從事的繪畫本身。

嘉義公園─神社前步道 （郭江宋典藏）
年代：不詳  尺寸(cm)：72.5×91(30F)  
材質：油彩、畫布

寫〈嘉義公園〉的陳政彥，是我在中央大學

指導的研究生，現任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雖

是埔里人，但嘉義可說是他目前的家鄉。詩的第一

段：「你坐在深淵邊緣 / 放牧那些野火 / 徐徐踱步公

園」可以去體會一下詩裡面的人稱代名詞，這邊的

「你」指的是陳澄波，「我」在呼喚「你」，這是

一種寫作方式，讓讀者感覺寫作者和「你」之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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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親近，人稱代名詞有其作用，小說如果用第一

人稱來寫，你就會以為是一位老朋友在向你說故事

一樣，感覺親切。這幅作品中有個神社，自然是與

日本有關，但詩作並沒有去放大這個部分，「它們

啃食遊人們的午後 / 黃昏沿著鳥居延燒 / 灰燼就這麼

紛紛撒落世界的另一面 / 只要光還能在最暗處，用體

溫 / 說些渴望的話 // 你期待色彩舞動 / 但繪畫不是生

活 / 赭紅的盡頭是自由 / 你只是等在那裏 / 等著諸羅的

明天追上去」當後人回頭去面對前人時，那種面對

歷史的無奈，在日治時代被殖民的狀態中，自由是

一種渴望，只能等待。

西薈芳  
年代：1932  尺寸(cm)：117×91(50F)  
材質：油彩、畫布

〈西薈芳〉是林宗源寫的台語詩：「有緣咱才

會來見面 / 我無看著你本人 / 我有看著你的圖 / 按圖

想起你的心事 / 才了解老一輩的　 戇 // 你的天有大細

旁 / 無純的綠變烏綠 / 活去死佇赤色的心態 / 西薈芳比

起寶美樓 / 莫怪愛縮去半面 // 烏　紅的路斡左旁 / 有

一個穿長衫的查某 / 有一個穿和服的姑娘 / 有一個穿

洋裝的少女 / 猶有抈壁鬼騎鐵馬的在地人 // 有緣才會

扲著你的心情 / 看著赤路有刺目的白 / 阿伯煞佇双叉

路戇神 / 生佇正旁厝角的新路 / 嗎有咱　活　夢的天

地」。這樣的詩最好是用聽的，一面看文字，才能

領略台語詩的美及其內涵，如果純粹看文字，比較辛

苦。所謂「按圖想起你的心事」，當然就是描述圖

的內容，讓「我」和「你」做相同的夢。 

展望諸羅城  
年代：1934  尺寸(cm)：73×91(30F)  
材質：油彩、畫布

〈火山〉這首詩是解昆樺的作品，他目前任教

於中興大學中文系，他的散文和詩都很有特色。這

首詩的開頭：「被遠方隱瞞的糖廠咀嚼萬千條甘蔗

與鞭子 / 三根煙囪噴吐的煙氣 / 從沒成為甜蜜的風 / 只

能被你筆下穩固的天邊雲浪艱難消化」一邊看畫一

邊讀這首詩，就能了解到他作為一個寫詩的人對著

第二人稱說話的時候，是在說「畫」的本身。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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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與活動

嘉義蘭潭（紅毛埤） （廖美鶯典藏）
年代：不詳  尺寸(cm)：31.8×40.8(6F)  
材質：油彩、畫布

接下來是辛鬱的詩〈引畫入詩〉，他的詩很深

刻，也出過不少詩集，他寫的〈嘉義蘭潭〉是很有

名的一幅畫，詩的內容：「碧波中一舟划行 / 不必

探問它來自何處 / 划向那方 / 輕槳搖曳 / 此刻正與潭

水中魚兒 / 對話 // 岸際村舍安然的依偎 / 一叢濃蔭的

呵護 / 不遠處山丘一列 / 接受煦陽的映照 / 向天空展

放 / 它的坦然 // 這時節 / 有人以慧眼相看 / 以彩筆 / 將

一片瞬間美景 / 絲絲無遺的 / 捕捉」。最後「有人以

慧眼相看，用彩筆捕捉瞬間的美景」寫的是陳澄波

整個畫畫的行動，前面就是用他的文字去把繪畫的

內容敘述出來。

接著是綠蒂的作品〈陽光從不匆匆收場〉，

綠蒂本名王吉隆，現為中國文藝協會的理事長，也

是中國新詩協會的理事長，在台灣詩壇非常活躍。

〈北回歸線立標〉是一個景點，一個空間的存在，

他在把這個景象描寫了以後，迅速轉到繪畫這件事

情，詩人以他的理解去詮釋畫作的內容及作畫。

渡也也是嘉義人，他的詩作〈鮮紅的油彩深

處〉從吳鳳廟的典故拉到最後就好像陳澄波在吳鳳

廟前被槍殺，也是著重在二二八事件。

阿里山遙望玉山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年代：1935  尺寸(cm)：53×72(20P)  
材質：油彩、畫布

吳德亮是詩人也是畫家，他這首〈阿里山遙望

玉山〉：「同時看見兩座山 / 的高度，必須是 / 高過

山的」，他一下筆就把阿里山遙望玉山背後繪畫的

那個人帶出來，說他的境界是高過山的，這個破題

破得很好，這個時候詩人的價值判斷也跑出來了，

接著他寫：「同時繪出兩座山 / 的眼界，也必須

是 / 大過山的 // 換個角度 / 樹可以超越天空 / 在彩霞妝

點的大舞台 / 扭動枝椏，婆裟起舞 / 移動畫架 / 花草可

以深植沃土 / 隨風傳遞 / 擁抱世界的心 // 比山更高的

胸襟揮舞線條 / 比天空更寬廣的視野大氣揮灑 / 顏料

疾疾如多種樂器之鏗鏗 / 色彩層層如音階高低之鏘

鏘 / 以磅礡的大自然交響樂章 / 頌詠我的家鄉 / 美麗之

島 / 義重如山」。這首詩的第一段和第二段，意義大

致相近，但他指涉兩個面向，一個是高度，另一個

是眼界，本來是分寫，但最後合在一起，呈現陳澄

波的高度和寬度。

陳澄波〈阿里山遙望玉山〉
本畫作圖檔因授權因素，不提供下載瀏覽，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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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遠眺  
年代：1935  尺寸(cm)：38×45.5(8F)  
材質：油彩、畫布

路寒袖的這首〈堅持〉也寫得很好，路寒袖一

邊用台語寫詩一邊也用華語寫詩，最近攝影也有相當

成績，這首作品抓住「堅持」兩個字，陳澄波的這幅

作品畫的是〈玉山遠眺〉，路寒袖曾經當過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局長，也當過文化總會的副秘書長，同時在

編《台灣日報》副刊，曾經辦過好幾場活動都跟玉

山有關，也編了幾本跟玉山有關的書，我們請他來

寫這幅作品也有道理，我們來看看這首詩：「風中

幾絲乾燥的想望 / 不知道是太過興奮 / 還是，不小心

被曬紅了 / 以致害羞的奔向山的懷抱 // 但菅芒大剌剌

的佔據 / 大部分的陽光 / 拉長著一串串成熟的耳朵 / 專

注的聆聽著風 / 把冬日的天空吹得 / 那麼的飽 / 而整座

山谷開心的 / 裝滿了沉默的色彩 // 有些聲音特別的安

靜 / 即使從窗口望去 / 遠方的皚皚白雪依然閃著光 / 無

論雲以何姿勢遮蔽 / 始終在最高的峰頂 / 見證一種堅

持」詩人從畫中抓了「堅持」的意涵，再回到陳澄

波生命的特質上。

這些作品的排列順序是先從嘉義開始，然後

再分開南北，像方群寫的〈總督府〉在台北，尹玲

寫〈台北東門〉，白靈寫〈碧潭〉，羅任玲寫〈樓

房〉在淡水，蕭蕭寫〈水邊〉是在彰化南瑤宮，紀

小樣寫〈八卦山〉也是在彰化，洪淑苓寫的這首

〈你的畫是一面圓鏡〉也是八卦山，陳坤崙寫的是

〈鹿港老街〉，鄭烱明所寫的〈新樓風景〉就是在

台南長榮女中的校園裡面，顏艾琳寫的也是〈長榮

女中校園〉；林梵是林瑞明的筆名，他寫的內容扣

緊了陳澄波的繪畫和最後的死亡經驗；陳義芝寫

〈濤聲（貓鼻頭）〉。

有一些畫作不知道確切地點，我們就把它放

在最後，像楊佳嫻是這裡面最年輕的女詩人，她寫

的〈九月城隍祭典〉，陳謙寫的〈古廟〉，林沈默

寫的〈台灣農家〉無法確定是哪裡的農家生活；向

陽寫的〈城門〉我們不知道究竟是哪個城門，所以

向陽用自己的理解去處理這首作品；莫渝寫的〈雲

海〉也是如此，究竟是阿里山還是玉山的雲海，也

無法得知；曾貴海寫的〈海邊村落〉所指哪個海邊

也不得而知。我們把它當作台灣隨處可見的景觀。

結語

詩，表面上是用眼睛去閱讀的文字，是空間性

的，但文字的源頭是語言，語言是時間性的，所以

詩其實是一種時間性的藝術。文字和語言相對應，

有其形、有其聲，於是我們去看的時候就很容易發

出聲音，所以詩不只是視覺的，同時也是聽覺的。

雖然文字已被視覺化，但我們不會說文學是一種視

覺藝術，但繪畫就是一種視覺的藝術。

我們邀請33位詩人為陳澄波先生的畫題詩，首

先有接受的問題，然後才是詩藝表現。從展覽的角

度來看，我們認為詩畫雙美，展場所營造的白色氛

圍，為此古今創作心靈的交流提供絕佳的環境，是

非常難得的一次策展。感謝台南市政府和陳澄波文

化基金會給我們這個機會，也謝謝詩人朋友共襄盛

舉，工作同仁的辛勞亦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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