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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匠心—明清版畫特展夢遊園版畫創作側記

展場巡禮

古
今
匠
心

明
清
版
畫
特
展
夢
遊
園
版
畫
創
作
側
記

緣
起

此
次
於
一○

四
陳
列
室
所
舉
辦
的

﹁
匠
心
筆
蘊—

院
藏
明
清
版
畫
特
展
﹂
，

是
筆
者
第
二
次
參
與
有
關
﹁
版
畫
﹂
課
題

的
展
覽
。
第
一
次
是
去
︵
一○

三
︶
年

的
﹁
古
籍
與
密
檔—

院
藏
圖
書
文
獻
珍
品

展
﹂
常
設
展
，
當
時
為
了
配
合
展
覽
需

求
，
希
望
將
古
人
的
版
畫
技
法
﹁
重
現
﹂

於
今
日
作
品
上
，
於
是
邀
請
藝
術
家
黃
婉

玲
女
士
取
材
自
院
藏
文
物
︽
文
美
齋
詩
箋

譜
︾
，
以
水
印
木
刻
技
法
，
嘗
試
復
刻
重

現
箋
譜
當
中
的
一
頁
花
卉
，
並
製
成
展
示

教
具
。
因
此
，
當
今
年
筆
者
再
度
接
觸
到

﹁
版
畫
﹂
這
個
題
材
時
，
雖
然
多
了
一
些

熟
悉
感
，
但
更
多
的
是
策
展
團
隊
拋
出
來

的
新
挑
戰
。

根
據
策
展
團
隊
的
初
步
理
念
，
本
次

版
畫
展
覽
是
以
院
藏
古
籍
圖
書
裏
的
版
畫

為
核
心
，
舉
凡
版
畫
的
歷
史
淵
源
、
類
型

流
派
、
材
質
技
法
，
甚
至
於
展
示
內
容
，

都
必
須
要
﹁
有
別
於
以
往
﹂
，
當
然
展
示
教

具
也
不
例
外
。
經
過
討
論
後
，
策
展
團
隊

將
展
覽
分
成
四
個
單
元
，
前
面
三
個
單
元

主
要
針
對
院
藏
圖
書
文
物
，
並
進
而
延
伸

今
︵
一○

四
︶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於
本
院
正
館
一○

四
陳
列
室
開
展
之
﹁
匠
心
筆
蘊—

院
藏
明
清
版

畫
特
展
﹂
，
當
觀
眾
進
入
展
場
往
左
側
方
向
走
去
，
會
看
到
一
個
大
型
長
櫃
，
櫃
內
陳
設
著
一
幅

現
代
版
畫
作
品
，
乍
看
與
院
藏
文
物
之
間
並
無
直
接
關
聯
，
但
細
看
卻
會
發
現
內
容
緊
繫
著
展
覽

主
題
。
展
示
這
件
作
品
的
用
意
為
何
？
引
人
勾
起
好
奇
心
的
這
件
作
品
，
便
是
此
次
為
展
覽
特
別

製
作
的
展
示
教
具—
﹁
夢
遊
園
﹂
。
﹁
它
﹂
不
僅
專
屬
於
明
清
版
畫
特
展
，
也
專
屬
於
走
進
展
場

看
展
的
﹁
你
﹂
。

王
聖
涵

至
器
物
、
書
畫
作
品
；
第
四
單
元
則
是
以

版
畫
展
示
教
具
為
主
軸
。

因
此
，
如
何
做
出
具
新
意
並
能
與

展
覽
關
聯
的
版
畫
展
示
教
具
，
可
真
令
人

傷
透
腦
筋
。
首
先
，
考
量
到
藝
術
創
作
大

多
源
自
於
藝
術
家
抒
懷
自
我
及
美
感
的
意

念
，
要
在
有
限
時
間
內
找
到
願
意
配
合
院

方
概
念
進
行
發
想
，
同
時
作
品
的
視
覺

美
感
能
與
本
院
展
場
配
合
協
調
，
實
屬
不

易
。
歷
經
多
方
詢
問
及
尋
求
，
最
後
邀
請

到
版
畫
藝
術
家
楊
忠
銘
先
生
願
意
執
行
此

次
的
艱
鉅
任
務
，
專
為
本
展
覽
發
想
創
作

一
幅
版
畫
，
同
時
另
外
再
延
伸
設
計
一
款

藏
書
票
，
作
為
展
覽
及
導
覽
手
冊
宣
傳
之

用
。
同
時
，
策
展
團
隊
也
希
望
將
楊
先
生

以
明
清
版
畫
為
發
想
所
製
作
的
當
代
版
畫

創
作
的
過
程
完
整
記
錄
，
剪
輯
成
適
合
展

場
播
放
使
用
的
影
片
內
容
，
不
僅
可
留
下

珍
貴
紀
錄
，
更
讓
觀
眾
進
一
步
了
解
此
版

畫
作
品
的
主
題
設
計
、
技
法
製
作
，
以
及

從
融
合
傳
統
走
向
創
新
的
心
路
歷
程
。

創
作
發
想
及
選
用
素
材

策
展
團
隊
與
藝
術
家
的
初
步
溝
通
，

主
要
針
對
本
展
覽
第
四
單
元
的
教
育
推
廣

目
的
及
需
求
進
行
發
想
及
規
劃
。
首
先
，

「夢遊園」版畫作品　楊忠銘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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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版
畫
作
品
之
外
，
屬
於
前
置
作
業
的

構
思
草
圖
，
以
及
創
作
過
程
中
所
使
用
的

各
種
雕
鏤
、
刷
印
工
具
都
被
視
為
展
示
教

具
的
一
部
分
，
皆
需
被
紀
錄
及
呈
現
。
至

於
創
作
主
題
，
只
有
一
個
核
心
要
求
，
那

就
是
發
想
靈
感
希
望
取
材
自
此
次
展
覽
所

展
示
的
院
藏
文
物
。
此
外
，
作
品
尺
寸
大

小
以
及
視
覺
美
感
的
呈
現
，
必
須
與
展
場

空
間
及
色
調
相
互
配
合
。
最
後
，
策
展
團

隊
希
望
能
記
錄
整
個
版
畫
的
製
作
過
程
，

以
影
片
播
放
形
式
讓
觀
眾
了
解
版
畫
，
進

而
達
到
教
育
推
廣
的
實
質
功
效
。
在
獲
得

藝
術
家
首
肯
，
以
及
展
覽
設
計
團
隊
同
意

之
後
，
這
件
版
畫
展
示
教
具
的
製
作
方
正

式
啟
動
。

在
此
次
參
與
過
程
中
，
筆
者
感
受

極
為
深
刻
的
便
是
此
次
受
邀
的
版
畫
藝

術
家
在
創
作
前
對
於
展
覽
文
物
的
投
注
及

思
考
。
根
據
楊
先
生
自
述
，
為
了
此
次

委
託
創
作
，
不
但
親
自
入
院
申
請
調
閱

及
觀
看
與
本
次
展
覽
相
關
的
版
畫
圖
書
之

外
，
同
時
深
入
了
解
每
部
作
品
背
後
的
故

事
意
涵
，
從
而
歸
納
出
兩
大
創
作
主
軸
：

一
為
﹁
遊
園
﹂
；
二
為
﹁
情
愛
﹂
。
由
於

古
代
的
詩
詞
及
戲
曲
書
冊
，
經
常
運
用
版

畫
作
為
輔
助
文
字
的
具
象
化
角
色
，
以
引

領
觀
眾
進
入
文
字
建
構
的
情
境
，
在
故
事

裡
頭
穿
梭
遊
歷
。
其
中
，
建
築
樓
閣
、
園

林
庭
院
，
便
常
出
現
在
戲
曲
詩
詞
的
版
畫

之
間
，
同
時
也
是
男
女
交
往
，
幽
會
出
遊

之
場
域
；
至
於
情
愛
二
字
，
更
是
自
古
而

今
、
永
恆
不
變
的
感
情
課
題
，
不
論
是
輾

轉
糾
結
、
愛
戀
傷
懷
的
愛
情
故
事
，
還
是

敘
說
情
感
想
望
的
思
念
與
無
奈
，
雖
因
時

代
環
境
而
有
不
同
的
呈
現
方
式
，
但
其
中

蘊
含
的
情
感
，
卻
無
異
於
今
日
，
十
分
適

合
作
為
連
結
版
畫
創
作
的
著
力
點
。

在
他
發
想
與
構
思
的
過
程
中
，
最

能
引
發
興
趣
的
是
明
代
著
名
畫
家
陳
洪
綬

為
︽
張
深
之
先
生
正
北
西
廂
秘
本
︾
所
繪

︿
窺
簡
﹀
插
圖
。
︽
西
廂
記
︾
是
廣
受
民

間
歡
迎
的
元
代
雜
劇
，
敘
寫
相
國
女
兒
崔

鶯
鶯
與
書
生
張
君
瑞
曲
折
輾
轉
的
愛
情
故

事
。
其
中
︿
窺
簡
﹀
描
述
的
是
因
老
夫
人

悔
婚
，
不
願
將
鶯
鶯
許
配
給
張
生
，
使
得

張
生
思
念
成
疾
，
鶯
鶯
因
掛
念
而
派
紅
娘

探
視
，
紅
娘
將
張
生
託
付
帶
回
的
簡
帖
讓

鶯
鶯
自
行
發
現
，
當
鶯
鶯
正
全
神
貫
注
地

偷
讀
張
生
來
信
時
，
紅
娘
也
在
屏
風
後
窺

看
鶯
鶯
，
一
手
掩
在
唇
邊
，
一
手
背
後
，

露
出
俏
皮
喜
悅
神
情
的
情
景
。
畫
中
的

兩
位
主
角
動
作
皆
緊
扣
著
﹁
窺
﹂
這
個
意

象
，
而
畫
中
屏
風
變
成
了
將
版
畫
空
間
由

平
面
轉
成
立
體
化
的
重
要
關
鍵
，
而
細
觀

其
中
，
屏
風
上
的
花
鳥
畫
也
顯
露
出
四
季

更
迭
的
時
間
脈
絡
。

事
實
上
，
藝
術
家
在
構
思
此
一
版
畫

作
品
時
，
首
先
便
思
考
運
用
﹁
屏
風
﹂
的
視

覺
設
計
，
希
望
將
此
意
象
轉
化
成
表
演
舞

台
概
念
的
延
伸
，
以
情
感
愛
戀
為
主
題
，

而
用
春
、
夏
、
秋
、
冬
四
季
的
時
間
概
念

為
串
場
。
再
者
，
希
望
融
合
展
覽
所
示
版

畫
圖
書
裏
的
其
他
圖
像
為
創
作
素
材
，
如

︽
牡
丹
亭
還
魂
記
︾
、
︽
白
雪
齋
選
訂
樂

府
吳
騷
合
編
︾
、
︽
文
美
齋
詩
箋
譜
︾
、

︽
西
湖
遊
覽
志
︾
等
古
籍
中
的
人
物
、
花

鳥
、
星
宿
、
太
湖
石
等
元
素
，
加
上
藝
術

家
自
己
對
作
品
之
詮
釋
所
蒐
集
創
作
之
相

關
紋
飾
物
件
︵
例
如
台
灣
花
卉
紋
樣
、
蝴

蝶
等
︶
，
重
新
在
屏
風
畫
面
中
解
構
重

組
，
讓
原
本
在
屏
風
外
的
主
角
們
紛
紛
進

入
屏
風
中
，
觀
眾
在
觀
賞
作
品
時
，
可
以

欣
賞
、
可
以
對
比
，
也
可
以
自
由
解
讀
。

另
外
，
當
敘
及
創
作
時
所
選
用
的
技

法
及
材
料
時
，
楊
先
生
也
希
望
能
跳
脫
傳

統
的
水
印
木
刻
作
法
，
採
用
更
多
現
代
版

畫
常
用
的
技
法
，
甚
至
是
創
新
改
良
的
技

術
。
例
如
版
材
採
用
當
代
材
質
橡
膠
版
，

以
油
性
墨
多
色
套
印
，
將
四
面
屏
風
拆
版

後
分
別
以
單
版
複
刻
技
巧
呈
現
，
以
及
採

用
花
草
紋
樣
的
台
灣
早
期
包
裝
紙
張
做
為

裱
材
底
紙
，
或
者
利
用
空
壓
浮
凸
方
式
以

呈
現
拱
花
效
果
等
等
，
希
望
能
加
深
觀
眾

觀
賞
時
的
印
象
，
以
獲
得
對
現
代
版
畫
更

多
的
認
識
，
並
激
發
觀
眾
對
版
畫
創
作
更

多
的
好
奇
心
。

《張深之先生正北西廂秘本》　明末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美齋詩箋譜》　清宣統三年天津文美齋
彩色套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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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畫
的
創
作
歷
程
與
製
作
技
法

一
、
構
思
及
繪
製

當
決
定
接
下
這
個
展
示
教
具
的
委
託

案
後
，
藝
術
家
便
開
始
將
腦
中
的
發
想
，

透
過
鉛
筆
及
彩
色
筆
繪
製
草
圖
，
同
時
在

不
斷
的
反
覆
修
正
中
，
尋
求
每
個
版
畫
圖

像
適
合
安
置
的
空
間
及
大
小
配
置
，
甚
至

思
考
實
際
執
行
製
作
的
各
種
問
題
，
以
及

該
如
何
因
應
解
決
。

首
先
，
考
量
整
體
畫
面
的
編
排
及

美
感
之
後
，
先
決
定
以
各
自
獨
立
且
大
小

相
同
的
平
行
四
邊
形
拼
貼
成
一
組
屏
風
，

但
取
其
意
，
並
非
實
際
生
活
中
常
見
的
屏

風
樣
貌
。
各
扇
屏
風
中
分
別
繪
製
與
四
季

關
聯
的
圖
像
內
容
，
也
將
部
分
圖
像
人
物

跨
越
至
另
扇
屏
風
，
形
成
串
場
關
聯
。
再

者
，
當
繪
製
人
物
造
型
時
，
取
其
意
境
，

刻
意
留
下
人
型
輪
廓
，
而
將
眉
、
眼
、

耳
、
鼻
留
白
，
以
營
造
虛
緲
之
感
。

最
為
特
別
的
是
，
楊
先
生
此
次
特

地
選
擇
一
款
臺
灣
早
期
的
包
裝
紙
做
為
底

紙
。
由
於
此
種
紙
張
具
有
半
刻
花
、
半
透

明
的
特
性
，
將
其
裱
在
版
畫
創
作
之
下
，

壓
印
後
留
白
處
將
會
出
現
紙
上
清
雅
的
花

草
紋
飾
及
色
彩
，
增
加
作
品
的
多
元
層
次

及
色
彩
變
化
。
而
由
於
每
張
紙
色
紋
樣
因

裁
切
處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因
此
，
每
一

件
完
成
的
作
品
，
都
會
呈
現
些
許
不
同
紋

飾
及
色
調
的
底
紋
，
形
成
同
中
有
異
的
版

畫
趣
味
。

二
、
多
版
複
刻
與
配
色

傳
統
的
版
畫
套
印
，
大
多
一
版
一

色
，
全
張
作
品
若
是
五
色
，
需
要
分
刻
五

塊
雕
版
，
再
依
序
分
色
套
印
，
而
且
需
要

等
待
前
色
乾
後
才
能
繼
續
層
疊
套
色
。
因

分
色
、
分
版
、
對
位
及
印
製
過
程
十
分
冗

長
繁
複
，
因
此
現
代
版
畫
創
作
者
研
發
出

單
版
複
刻
套
印
的
技
法
，
以
凸
版
印
刷
，

在
同
一
版
上
以
﹁
遞
減
﹂
邏
輯
進
行
刻

除
。
草
圖
繪
製
時
先
完
成
色
彩
規
劃
，
第

一
次
刻
除
的
是
畫
面
中
留
白
處
，
第
二
次

刻
除
部
分
以
呈
現
第
一
色
，
第
三
次
刻
除

部
分
呈
現
出
第
二
色
，
依
此
類
推
至
最
後

一
色
。
由
於
顏
色
是
層
層
堆
疊
，
由
淺
至

深
，
才
能
呈
現
色
彩
的
層
次
與
質
感
。

此
次
作
品
雖
然
是
以
單
版
複
刻
技
法

呈
現
，
然
因
屏
風
有
四
扇
，
故
雕
成
四
塊

版
，
故
以
多
版
複
刻
稱
之
。
四
扇
屏
風
分

別
代
表
春
、
夏
、
秋
、
冬
，
在
繪
製
草
圖

階
段
，
便
確
定
色
彩
規
劃
，
同
時
考
慮
刻

版
及
壓
印
的
先
後
順
序
。
再
者
，
為
配
合

展
場
色
調
，
顏
色
偏
向
典
雅
質
樸
，
以
符

合
四
季
意
象
的
群
組
色
系
，
同
時
確
認
色

以色卡協助配色　作者攝定稿線描圖　作者攝

複寫圖稿至版上　作者攝

定位版及左下方的對位基準　作者攝利用壓印機進行裱紙　作者攝

將漿糊均勻塗佈於花紙　作者攝

彩
比
重
及
相
互
協
調
性
。

三
、
線
描
及
謄
寫

將
定
案
後
的
草
稿
，
先
以
電
腦
放
大

處
理
到
等
比
例
的
尺
寸
，
再
列
印
下
來
。

描
圖
紙
接
著
覆
蓋
在
彩
圖
上
，
以
油
性
筆

繪
出
圖
案
輪
廓
及
分
色
範
圍
。
由
於
版
與

畫
作
為
左
右
相
反
，
故
將
版
材
置
於
下

方
，
上
襯
複
寫
紙
，
將
描
好
的
描
圖
紙
翻

至
背
面
固
定
在
版
上
，
再
將
線
稿
進
行
第

二
次
描
繪
，
以
便
將
圖
稿
複
寫
至
版
上
。

版
材
採
用
質
地
均
勻
的
橡
膠
版
，

由
於
輪
廓
為
不
規
則
形
狀
，
考
慮
日
後
印

製
時
對
位
的
準
確
性
，
於
是
將
屏
風
雕
版

小
心
切
割
取
出
後
，
再
將
整
片
的
橡
膠
版

固
定
在
壓
印
機
上
作
為
定
位
版
，
並
於
左

下
方
刻
出
紙
張
的
對
位
基
準
點
。
如
此
一

來
，
定
位
版
與
雕
版
的
密
合
性
高
，
雕
版

便
不
會
因
為
每
印
製
完
一
色
再
次
修
版
時

而
產
生
位
置
偏
移
。

四
、
裱
貼
底
紙

接
下
來
將
臺
灣
早
期
花
紙
裱
褙
在

厚
實
的
手
工
楮
紙
上
。
為
方
便
裱
紙
時

定
位
，
首
先
將
花
紙
小
心
放
在
原
橡
膠
版

上
，
以
毛
刷
將
漿
糊
均
勻
塗
佈
在
花
紙
亮

面
，
再
將
整
張
花
紙
連
同
雕
版
放
到
壓
印

機
的
定
位
版
固
定
，
依
定
位
標
記
將
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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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鏤橡膠版　作者攝

雕版局部　作者攝

楮
紙
覆
上
，
過
壓
印
機
後
，
花
紙
的
亮
面

便
會
裱
貼
在
版
畫
紙
上
，
露
出
模
造
面
的

淺
色
花
紋
色
樣
。

五
、
雕
鏤

此
次
版
畫
作
品
因
為
是
運
用
凸
版
技

法
，
故
必
須
將
上
色
的
部
分
保
留
，
用
雕

刻
刀
剃
除
不
需
要
的
部
分
。
加
上
是
多
版

複
刻
，
所
以
每
塊
雕
版
須
依
上
色
順
序
分

別
刻
版
，
多
達
三
次
，
而
所
雕
輪
廓
皆
在

同
一
雕
版
上
，
因
此
，
每
次
刻
版
前
要
謹

慎
確
認
需
保
留
或
去
除
的
區
域
範
圍
，
一

旦
有
誤
便
無
法
修
正
。
操
作
雕
刻
刀
時
，

以
一
手
握
刀
，
另
一
手
加
強
輔
助
，
通

常
以
食
指
壓
住
刀
柄
，
以
均
勻
平
順
的
力

量
，
刀
尖
向
外
，
由
內
而
外
加
以
鏤
刻
，

減
少
滑
刀
受
傷
的
風
險
。

一
般
來
說
，
留
白
的
部
分
只
要
刻
除

乾
淨
，
通
常
不
會
在
壓
印
過
程
中
造
成
影

全
部
份
量
皆
需
一
次
調
出
，
考
驗
著
藝
術

家
的
調
色
經
驗
。
一
般
色
彩
除
螢
光
或
部

分
特
殊
色
外
，
多
可
以
基
本
顏
色
調
出
，

也
可
加
入
具
珠
光
或
金
屬
光
澤
油
墨
增
加

色
彩
的
變
化
性
，
當
需
調
出
較
淺
顏
色

時
，
可
加
入
維
力
油
調
整
其
透
明
度
，
若

油
墨
過
於
黏
稠
，
則
加
入
亞
麻
仁
油
稀
釋

其
黏
性
，
但
不
會
影
響
其
色
。

調
色
確
認
後
，
首
先
進
行
各
版
第
一

色
的
上
色
作
業
，
以
滾
筒
將
油
墨
於
調
墨

盤
中
以
單
向
均
勻
滾
開
，
再
將
滾
筒
在
橡

膠
版
上
單
向
滾
動
，
使
得
油
墨
適
量
塗
佈

到
橡
膠
版
上
，
過
多
或
過
少
的
油
墨
會
使

得
圖
像
模
糊
不
清
或
出
現
斑
駁
不
均
的
情

形
。
四
塊
雕
版
分
別
上
色
後
，
再
行
組
合

進
行
套
印
工
作
。

七
、
分
色
套
印

將
上
色
完
成
的
四
塊
雕
版
依
照
順
序

︵
與
完
成
作
品
左
右
相
反
︶
分
別
置
入
壓

印
機
台
上
的
定
位
版
中
。
壓
印
的
前
置
作

業
也
十
分
重
要
，
需
要
不
斷
調
整
壓
印
機

的
壓
力
並
試
印
直
至
妥
適
，
以
獲
得
最
佳

的
上
色
壓
印
效
果
，
此
外
，
在
事
前
將
雕

版
底
部
四
邊
裁
切
些
許
斜
邊
，
也
可
增
加

雕
版
固
定
到
定
位
版
時
的
便
利
性
。

響
，
但
此
次
比
較
不
同
的
是
，
在
創
作
之

初
，
藝
術
家
便
計
畫
以
半
浮
雕
方
式
來
處

理
作
品
中
的
人
物
圖
像
，
其
中
立
體
層
次

便
來
自
於
雕
版
最
後
一
次
刻
印
後
，
人
物

圖
像
上
留
白
刻
除
的
部
分
，
因
此
，
刻
鏤

的
深
度
、
刀
痕
，
都
會
影
響
最
終
立
體
效

果
的
呈
現
，
製
作
時
需
要
特
別
留
意
。

六
、
調
色
上
墨

此
次
使
用
版
畫
專
用
油
性
印
墨
，
色

彩
飽
和
、
黏
度
適
當
，
按
照
色
彩
計
畫
分

別
調
色
，
四
塊
單
獨
雕
版
各
具
三
色
，
所

以
共
需
調
出
十
二
色
，
每
個
顏
色
所
需
的

在調墨盤中進行調色　作者攝

壓印工作進行　作者攝第一版壓印　作者攝套色完成作品　作者攝

滾筒上色至橡膠版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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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裱
好
花
紙
的
版
畫
紙
依
著
定
位
版

上
的
對
位
基
準
標
記
輕
輕
覆
蓋
後
，
即
可

轉
動
壓
印
機
將
紙
及
雕
版
一
同
通
過
壓
印

滾
筒
，
完
成
第
一
色
壓
印
，
之
後
，
上
色

及
壓
印
工
作
須
反
覆
進
行
，
直
到
所
需
作

品
的
第
一
版
套
色
全
部
完
成
。

完
成
第
一
版
套
色
後
，
先
以
煤
油
將

橡
膠
版
上
的
油
墨
清
除
乾
淨
，
再
開
始
第

二
版
的
複
刻
修
版
工
作
，
將
要
呈
現
第
一

色
的
部
分
刻
除
後
，
再
上
該
版
的
第
二
色

進
行
套
印
，
依
此
類
推
，
再
進
行
第
三
版

的
複
刻
修
版
及
上
色
壓
印
。
由
於
雕
版
共

分
四
塊
，
在
不
斷
反
覆
的
雕
鏤
修
版
及
上

色
過
程
中
，
製
作
的
各
階
段
都
需
明
確
清

楚
的
執
行
，
讓
我
們
見
識
到
版
畫
創
作
不

僅
仰
賴
藝
術
家
感
性
的
思
考
、
美
感
及
創

意
，
還
需
要
理
性
的
流
程
及
品
質
管
理
工

作
，
才
能
創
作
出
成
功
理
想
的
作
品
。

八
、
拱
花

這
次
的
創
作
發
想
來
自
於
明
清
版
畫

的
﹁
餖
版
﹂
、
﹁
拱
花
﹂
技
法
。
所
謂
的

拱
花
技
法
，
指
的
是
利
用
雕
版
凸
出
或
凹

陷
的
線
條
圖
飾
，
以
不
著
墨
的
壓
印
方
式

造
成
立
體
浮
雕
的
效
果
，
使
畫
面
更
具
層

次
。
但
明
清
時
期
所
使
用
的
拱
花
技
法
今

已
無
法
完
全
重
現
，
遂
激
發
藝
術
家
嘗
試

以
創
新
方
式
，
製
作
出
浮
凸
效
果
。

在
作
品
上
色
完
成
且
靜
置
乾
燥
後
，

將
作
品
翻
轉
，
下
襯
原
圖
雕
版
，
以
手
工

具
在
圖
面
上
直
接
加
壓
，
慢
慢
依
著
原
來

圖
面
刻
除
的
區
域
輪
廓
壓
出
凹
痕
，
正
面

便
會
出
現
立
體
浮
凸
效
果
。
當
初
雕
鏤

時
，
藝
術
家
便
特
意
考
慮
刀
痕
深
度
及
線

條
，
讓
立
體
效
果
飽
滿
帶
有
刀
痕
筆
觸
，

也
選
擇
了
纖
維
具
韌
性
的
版
畫
用
紙
作
為

底
紙
，
但
由
於
上
面
裱
貼
的
台
灣
花
紙
非

常
薄
透
，
需
耐
心
分
次
逐
步
加
壓
，
以
降

低
作
品
失
敗
的
機
會
。
這
次
使
用
的
手
工

用
具
也
讓
人
出
乎
意
料
，
是
牙
科
補
牙
使

用
的
器
具
，
藝
術
家
發
現
適
合
精
細
的
製

作
工
作
而
加
以
使
用
，
也
是
創
新
有
趣
的

一
項
嘗
試
。

最
後
，
作
者
在
版
畫
作
品
下
方
，
以

鉛
筆
從
左
至
右
依
序
標
出
：
版
次
／
總
版

數
、
作
品
名
稱
以
及
作
者
簽
名
，
整
張
作

品
方
告
完
成
。

結
語

本
次
展
覽
的
展
示
教
具
為
第
四
單

元
﹁
古
今
匠
心
﹂
，
配
合
參
觀
動
線
，
規

劃
設
置
於
展
場
進
入
後
的
左
側
空
間
。
牆

面
上
分
別
佈
置
有
單
元
分
說
明
、
草
稿
彩

圖
、
調
色
色
樣
及
完
成
作
品
，
同
時
展
示

製
作
時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與
材
料
，
如
雕
刻

版
、
雕
刀
、
毛
刷
、
滾
筒
及
刮
刀
等
，
並

播
放
此
次
版
畫
製
作
流
程
的
紀
錄
影
片
。

觀
眾
在
觀
賞
院
藏
文
物
之
餘
，
可

以
透
過
此
一
作
品
看
到
當
代
版
畫
創
作
的

歷
程
，
包
括
文
字
說
明
及
實
物
展
示
，
得

以
認
識
今
日
版
畫
不
再
是
書
籍
裏
的
輔
助

角
色
，
而
是
轉
變
成
藝
術
創
作
的
一
種
表

現
，
同
時
在
受
到
西
洋
版
畫
技
法
的
影
響

下
，
當
代
版
畫
創
作
更
可
以
呈
現
多
元
應

用
。

於
創
作
過
程
獲
得
更
多
的
了
解
，
甚
至
激

發
自
行
創
作
的
興
趣
，
這
也
正
是
博
物
館

提
供
教
育
推
廣
的
目
的
與
用
心
所
在
。

本
文
承
蒙
策
展
人
許
媛
婷
副
研
究
員
、
版
畫
家
楊
忠
銘

先
生
提
供
諸
多
寶
貴
意
見
、
資
料
及
協
助
，
特
此
申

謝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博
物
館
教
育
的
目
的
，
在
於
利
用
展

示
物
件
與
手
法
，
讓
觀
眾
與
觀
賞
經
驗
發

生
連
結
，
或
深
或
淺
融
入
生
活
經
驗
。
以

本
次
展
示
教
育
為
例
，
可
說
是
提
供
了
不

同
面
向
與
層
次
的
資
訊
。
觀
眾
可
單
純
的

欣
賞
作
品
所
呈
現
的
美
感
，
或
藉
由
閱
讀

文
字
了
解
作
品
中
出
現
的
人
物
、
花
卉
圖

案
，
與
剛
剛
看
過
的
古
籍
比
對
聯
想
，
或

者
觀
看
影
片
及
雕
刻
工
具
等
實
物
等
，
對

拱花效果製作　作者攝

作品細部　作者攝

作品細部　作者攝

展場主視覺　謝明松攝

本單元展示空間　謝明松攝

版畫工作室一景　作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