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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東明

    本館為推動生活美學運動，提昇民眾生活美學素養，特訂於

100年7月9日至7月20日假ㄧ樓展覽室辦理「兩極畫會、澄清湖畔雅

集會員聯展」，10日上午舉行茶會，蒞臨的民眾與貴賓非常的踴

躍，尤其茶會進行中，仍有民眾絡繹不絕的進來，可見臺東的鄉

親，對於此次兩極畫會、澄清湖畔雅集能到東部展覽，都給於相

當大的鼓勵與肯定，展出的作品有：蹤影、沅陽之美、生命力、

寧靜之美、修竹暗香、清暉隱澗、黃山天下奇、落日餘清陰、想

像巫山高等95幅，每幅畫作都是兩會會員的精心大作，水準皆相

當之高，意境深遠，讓人敬佩，觀賞過的民眾都給與相當高的評

價。所以此次兩極畫會、澄清湖畔雅集到臺東舉辦畫展，可謂相

當圓滿成功，也為臺東地區的民眾分享了一次美麗且豐盛的藝術

饗宴。

    在高雄地區兩極畫會及澄清湖畔雅集兩個水墨藝術團體，在

藝術創作朋友們是不會陌生的，是個藝壇界活動力強，持續每年

展出的少數藝術團體。兩極畫會成立已近四十年，成立之初是由

黃光男校長當時在高雄地區的學生們組合而成的團體，數十年來

會員因工作關係已分散在各地，但每年會員聯展時必提出作品互

相切磋，以求藝術造詣更精進。目前會員有十八位，山水、花

鳥、書法各有繪畫領域，會員們透過對水墨藝術的興趣，凝聚向

心力期待永續發展。澄清湖畔雅集成立於民國八十年，至今已二

十年。是一群對水墨藝術創作愛好者組合而成，目前會員有十一

位，雖然會員不多，但各個均是畫齡三十年以上，大多數從事藝

文◎陳安川

▲林永發館長與兩極畫會、澄清湖畔雅集畫會會員合影

▲林永發館長與東大美術產業碩士班八位同學合影

文◎ 游凱儒

▲於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愉快的聽取導覽

文◎ 陳銘城

等，各自提出自己研究的作品供觀

賞者批評指教。人的成長必須不斷

的學習，在無數的挫折中克服困

難，才能求得進步，今天階段性的

結束是明天新里程的開始，藝術創

作是沒有終點的目標，是永恆的，

是生命與智慧的延續，願與有識者

共勉互勵。　　　　　　　　　　　

和老師在百忙之中抽空精細的指點，使得每位同學能夠在既定

的時間內提出參展的作品。　　　　　　　　　　　　　　　　　

    此次展出作品每個人都有各自有不同的主題；林紹昌的醫

療系列油畫創作，林淑芬的蠟染冰裂之美創作，李依純的肩背

的夢油畫創作，劉鎧偉的小野柳文創凸版畫創作，王素美的薏

苡工藝創作，洪雅玲的排灣邏發尼耀家族圖騰油畫創作，田紹

平的布農族編器創作，以及本人的臺東農村生活系列油畫創作

    藝起圓夢－美碩100級八人聯展於100年6月17日至6月28日假國

立臺東生活美學館一樓展覽室展出，是一群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

業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八位同學的畢業創作聯展，其中成員主

要是國中、小教師，也有醫師以及退休多年老大不小的我。　　　

    學習是一種樂趣，是成長，是自我挑戰，是一輩子的事業。

兩年來在學校師長的教導之下學到很多新的知識學問；如何做研

究與論文的寫作，是過去完全不同的領域，尤其是指導教授羅平

　　西元1947年2月27日的傍

晚七時的那聲槍響，揭開了

這場血腥的序幕。228事件

之後長達40年的戒嚴時期造

成了人民與政府間的隔

閡,多少的社會紛擾因此而

產生。當時政府專制、蠻

橫、貪腐的形象及執政者錯

誤的掌權下，迅速澆熄三民

主義應有的民主之火，換來

的卻是人民對於新政府的失

望、無數的埋怨及無可奈何

的怒吼。在這白色恐怖時代裡有多少無辜受牽連的受害者，有多少

必須強忍悲痛送走黑髮人的父母，有多少一夕之間失怙的孩童及多

少埋沒於荒煙蔓草的屍骨。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政治產物下的時代悲

劇，也是我國民主近代史中，最艱困也是最黑暗的血腥時刻。　　

　　1930年代日本在治理臺灣時所建立的臺北放送局，在光復之後

正式更名為臺灣廣播公司。而臺灣廣播公司在228事件裡是為官方

及民間傳達訊息的地方。當時在這裡也造成了官民之間的流血衝

突，為的也只是要求事實真相的傳達。由於其歷史的意義價值，在

1997年時成為了第一座228事件的紀念館。我們參訪的第一站即是

具有意義的這裡，當走進大廳時即可看到當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

宣傳組組長王添　先生的塑像，以及當時「32條處理大綱暨10項要

求」的內容刻版。雖然這42條內容是順應民情而產生但卻被當時的

行政院院長陳儀給嚴詞拒絕，導致協商破裂。而身為委員會成員的

王添　先生卻願意挺身而出，在這威權的時刻裡透過麥克風向全國

民眾廣播說出處理後續發展及事情的真相。雖然這些228事件處理

委員會的委員們最後是以叛亂首要罪名，透過軍法手段被處以槍

決。但他們不畏強權，敢於向世人說出真相的義舉，是以後世所推

崇敬仰的。　　　　　　　　　　　　　　　　　　　　　　　　　　

　　在228紀念館內中有詳細的文史資料來讓現在的我們了解這段

不堪的黑暗時光。在這些歷史資料理可以看見血腥的屠殺，一個接

連一個消逝不見的臺灣菁英；破碎的家庭裡無助的婦女正牽著哭泣

的孩童望著遠方，眼神透露出了恐懼、哀傷，停格的天倫夢卻永遠

被叫醒，被喝令挖土，彷彿準備要活埋自己一般。　　　　　　　　　

　　陳庚辛說自己被判死刑後，同室難友中每天都有人請他吃家人

送來的罐頭、大菜，否則，獄中的伙食餐餐配的菜都是不削皮的木瓜

乾。五位「泰源事件」的烈士，當時和他情如兄弟，其中鄭金河、陳

良、詹天增三人是他的同案難友。特別是陳良，原本僅被控以「知情

不報」的罪名，刑期最重5年，但是陳良卻說不能看到陳庚辛被判死

刑，寧可增加自己的刑期，也要分擔陳庚辛的罪責。於是陳良在法

庭上說當時用來發動「劫營」用的計程車，是由他所租，不是陳庚

辛，這件事情讓他的罪名由「知情不報」變成「共圖意圖叛亂」（用

詞是否再查檔案），被判刑12年。被判死刑的陳庚辛，後來因為國際

上對此案的關注改判無期徒刑，陳良則因「泰源事件」事跡敗露，與

其他四人在1970年5月30日被槍決。　　　　　　　　　　　　　　　

　　說完刑求的惡毒與等候處死的恐怖，陳庚辛也樂觀地談到在獄中

苦中作樂的趣事，還親

手在座談會上，動手示

範在牢裡製作紙釘的技

術，也現場拿起香煙，

捲出十多支「老鼠

尾」，與現場的學員互

動良好，學員們也個個

聽得興味盎然。　　　

的封存在記憶裡。　　　　　　　　　　　　　　　　　　　　　　　

　　在接下來的參訪中來到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原是軍法學校的

校區在搬遷後於1968年時由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看守所等單位陸

續的遷入。在戒嚴結束後又成了軍事法院及軍事法院檢察署的看守

所。在這期間歷經了多項政策變革直到2007年景美園區才正式登錄

為歷史建築，現由行政院文建會朝向籌設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方向持

續進行中。到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裡，其大廳採用的是清水模設計

風格，簡約卻又帶著深沉的意境。例如：高聳的窄牆會讓人有如在

囹圄中的不自在，在高牆的頂端卻又有著鋼筋編成的白鴿，望著藍

天卻又帶著希望…。在園區的導覽人員帶領下，我們一行人先來到

了兵舍群。原是軍法學校的教室及學生宿舍是目前園區內現存最久

的建築物，目前成為了常設展區的展場，在這裡可以看到當時社會

各界的菁英份子由於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失去了寶貴的人身自由及

尊貴的生命。例如：戰後臺灣電影的開山祖-白克先生，突然消失

的廣播天后-崔小萍女士，在押房中修練書畫的六大山人-劉辰旦先

生，從虛擬巨惡到判決書的陳武鎮先生等等…。都顯示著當時白色

恐怖威權下的不公正及不公義，在她們的作品裡可以感受到對家人

的思念與不捨。在園區內保留了我們所知道的押房、燙/縫紉工廠

及洗衣廠的遺址；雖然當時這些政治受難者身處囹圄被迫從事一些

勞力來換取生活中的所需，而由於不對等的勞務費用造成了些許的

無奈，但或許這也是在這段時間當中較為自由輕鬆的時刻吧。在參

觀園區的最後一站即為當時在此進行九天大審美麗島事件的軍法法

庭，在法庭內似乎還可以感受到當時人權鬥士們在這裡慷慨赴義的

壯志豪情，面對的是蠻橫專制不公義的審判，但大無畏的精神卻也

造就了人權進步史上的歷史傳奇。　　　　　　　　　　　　　　　

　　時間的齒輪不斷的在轉動，會帶走當時深切傷痛的記憶。這

段歷史傷痕也應該是要被撫平、癒合了。帶著過去的仇恨並不會讓

一個社會健康，沒有寬恕也就不會有和平的未來，在228紀念館中

看到的國際人權森林代表的正是現今人權的普世價值。當和平的種

子在這場血腥的風暴當中慢慢的長了根、發了人權的新芽，就必須

小心維護，這是政府、人民所要共同珍惜的；反省自身過去的罪

行、找出歷史痛楚的生命課題及化解歷史的仇恨才能引導社會走向

和平、和解的人權時代。 　　　　　　　　　　　　　　　　　　　

　　5月31日下午一點半，在臺東糖廠的南島社大2樓教室內，三十多

位臺東觀光旅遊學會的專業導覽解說人員聚在一起，共同觀賞園區出

版的影片《綠島e光》部份片段，接著由文史工作者陳銘城介紹政治

受難者陳庚辛與會。　　　　　　　　　　　　　　　　　　　　　　

　　臺東生活美學館館長林永發首先向學員致詞，他強調綠島人權

文化園區近十年來，持續採訪、整理60年前政治受難者數千人被送到

綠島坐牢的禁忌歷史。目前園區每年也都有超過十萬人次觀光客進

入參觀展覽，他認為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的豐富展覽內容，可以增進綠

島觀光旅遊的文化、歷史內涵，將可使綠島的「黑暗觀光」質量俱

增。　　　　　　　　　　　　　　　　　　　　　　　　　　　　　

　　文史工作者陳銘城補充說明「黑暗觀光」，就是像日本廣島原

爆紀念館，或者沖繩「平和祈念館」，透過對廣島原子彈爆炸或美軍

登錄沖繩造成二十萬人被害的歷史浩劫慘劇的實境重現，讓參觀者

從過去錯誤的歷史教訓中，得到反省。此外，南非總統曼德拉曾關在

羅本島，現在也是觀光客爭相參觀的離島監獄博物館。羅本島更像臺

灣的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都可以吸引許多遊客前往參觀。　　　　　

　　陳銘城介紹臺灣人權簡史， 一面以電腦投影來回顧臺灣從228事

件到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事件，尤其是1949年到1955年大肆逮捕數萬

人，有二、三千人被槍決。其時臺北的監獄人滿為患，因此已被判

刑確定、刑期較長者，就在1951年5月17日起，陸續被送往綠島新生

訓導處，進行勞動與思想改造。1965年綠島新生訓導處將政治受難

者移至臺東縣東河鄉的泰源監獄，1970年2月8日，因泰源監獄內的臺

獨政治受難者越獄事件，政府決定重新在綠島蓋「綠洲山莊」政治監

獄，1972年將政治受難者送回到高牆阻隔的封閉式監獄。直到

1987年解嚴之後，仍有政治受難者王幸男、張化民等人再被移至綠島

中寮的崇德司法監獄。全部政治受難者獲得釋放，則是1992年刑法

第一百條修正後，臺灣才不再有人因言論、思想、結社而被控「內

亂」罪的政治犯。　　　　　　　　　　　　　　　　　　　　　　　

　　政治受難者陳庚辛曾是1961年「蘇東啟臺獨武裝革命案」遭判

死刑，他現身說法，曾經關過臺北市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新店軍

監、泰源監獄和綠島綠洲山莊。他先講述自己在偵訊時期所受到的

刑求，包括以大頭針刺十個手指頭，也有十指頭被套上銅環，通電致

使被刑求者因受電擊而向後仰倒，雖有人攙扶，情治人員將人推起，

手指無法伸展，吃飯時無法握筷，只能勉強扒飯。有時甚至在半夜

術工作指導老師，會員均各有不同風格，在高雄地區對藝術傳承

貢獻良多。　　　　　　　　　　　　　　　　　　　　　　　　　

    這次兩個畫會能在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聯合展出，除了能與

臺東的藝術界互相觀摩學習之外，更期望能以畫會友，藉由藝術

形式表達對自然萬物的喜愛，豐富人們的心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