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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新媒體藝術展

展場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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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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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媒
體
藝
術
展

藝
術
不
是
複
製
品
。
新
媒
體
藝
術
不
是
要
重
複
展
出
真
跡
，

而
是
試
圖
呈
現
視
覺
以
外
的
其
它
表
現
形
式
，
用
更
多
元
的
方
式
傳
達
藝
術
意
境
。

林
宜
仙

吳
紹
群

展
覽
緣
起

元
代
黃
公
望
的
︽
富
春
山
居
圖
︾
，

三
百
多
年
前
一
分
為
二
之
後
，
終
於
在
民

國
一
百
年
六
月
一
日
起
，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以
下
簡
稱
故
宮)

合
璧
展
出
，
誠
為
兩

岸
藝
術
界
、
博
物
館
界
的
一
大
盛
事
。
而

故
宮
為
了
提
供
觀
眾
︽
富
春
山
居
圖
︾
不

同
的
畫
作
美
學
體
驗
、
並
以
新
穎
的
視
覺

經
驗
傳
達
︽
富
春
山
居
圖
︾
相
關
的
畫
史

知
識
，
特
地
於
﹁
山
水
合
璧—

黃
公
望
與

富
春
山
居
圖
特
展
﹂
展
覽
期
間
，
同
步
開

術
因
資
訊
科
技
而
存
有
高
度
的
連
結
性
與

互
動
性
。

總
體
而
言
，
目
前
國
內
外
藝
術
評

論
界
，
大
致
認
為
新
媒
體
藝
術
應
具
備
幾

種
主
要
的
特
性
。
首
先
，
新
媒
體
藝
術
的

藝
術
理
念
，
是
可
以
讓
藝
術
家
以
數
位
化

的
方
式
加
以
儲
存
、
運
算
、
呈
現
的
；
其

次
，
新
媒
體
藝
術
的
內
容
單
元
，
是
可
以

用
模
組
化
的
方
式
，
依
藝
術
家
的
需
要
予

以
重
新
組
合
、
再
創
造
；
其
三
，
新
媒
體

藝
術
在
技
術
面
上
，
可
以
具
備
自
動
化
的

能
力
，
經
由
電
腦
程
式
來
讓
藝
術
作
品
本

身
可
以
自
行
展
演
、
甚
至
成
為
獨
立
的
個

體
；
其
四
，
新
媒
體
藝
術
作
品
可
以
憑
藉

其
數
位
化
與
模
組
化
的
既
有
特
性
，
在
不

同
的
媒
材
和
載
體
表
現
其
多
樣
的
藝
術
內

容
，
不
再
侷
限
於
特
定
甚
至
單
一
的
媒
材

上
；
最
後
，
新
媒
體
藝
術
由
於
大
量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
甚
至
以
程
式
語
言
來
控
制
其

展
現
，
因
此
，
新
媒
體
藝
術
也
同
具
備
了

人
文
與
科
技
兩
種
不
同
層
次
的
內
涵
，
二

者
在
新
媒
體
藝
術
的
創
作
上
互
為
影
響
，

使
得
新
媒
體
藝
術
具
備
了
數
位
藝
術
和
電

腦
文
化
的
特
徵
。

新
媒
體
藝
術
雖
然
具
有
新
穎
的
展

辦
﹁
黃
公
望
與
富
春
山
居
圖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
，
以
新
媒
體
藝
術
的
展
出
形
式
，
提

供
觀
眾
新
穎
的
觀
展
體
驗
。

新
媒
體
藝
術
︵N

ew
 M

edia A
rt

︶
，

為
當
代
數
位
藝
術
和
媒
體
藝
術
之
中
相
當

受
矚
目
的
一
種
藝
術
表
現
形
式
；
近
年
來

我
國
新
媒
體
藝
術
的
發
展
日
益
蓬
勃
，
許

多
展
覽
及
藝
術
界
的
討
論
，
均
聚
焦
於
新

媒
體
藝
術
。
故
宮
此
次
以
黃
公
望
︽
富
春

山
居
圖
︾
主
軸
，
邀
請
國
內
新
媒
體
藝
術

團
隊
策
劃
及
創
作
博
物
館
的
新
媒
體
展

示
，
在
規
模
及
內
容
深
度
上
，
均
有
相
當

之
突
破
及
重
要
性
。
本
文
將
以
本
次
﹁
富

春
山
居
圖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
為
主
要
介
紹

對
象
，
探
討
本
次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之
相
關

布
展
經
過
，
並
略
述
其
對
博
物
館
的
重
要

性
及
意
義
。
本
文
首
先
將
概
略
探
討
新
媒

體
藝
術
的
意
義
及
起
源
為
何
，
其
次
則
介

紹
故
宮
﹁
富
春
山
居
圖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

的
布
展
經
過
、
困
難
點
等
展
覽
相
關
內

容
，
最
後
則
以
新
媒
體
藝
術
對
故
宮
及
博

物
館
之
意
義
作
為
結
語
。

新
媒
體
藝
術

新
媒
體
藝
術
，
是
一
相
當
嶄
新
的

藝
術
領
域
，
在
多
年
以
前
，
尚
且
不
被
視

為
正
式
的
藝
術
表
現
形
式
。
但
近
來
在
數

位
科
技
的
進
步
及
藝
術
家
持
續
努
力
的

創
作
等
條
件
推
動
之
下
，
開
始
逐
漸
受

到
重
視
。
新
媒
體
藝
術
的
定
義
為
何? 

質

而
言
之
，
新
媒
體
藝
術
可
以
被
視
為
是
一

種
當
代
藝
術
結
合
新
科
技
表
現
形
式
的
藝

術
創
作
。
但
許
多
藝
術
評
論
家
也
指
出
，

所
謂
的
﹁
新
﹂
，
其
實
是
相
對
的
而
非
絕

對
的
，
而
新
媒
體
藝
術
中
的
﹁
媒
體
﹂

︵M
edia

︶
一
詞
，
除
了
指
創
作
的
材
質
和

呈
現
方
式
強
調
新
科
技
的
應
用
以
外
，
也

含
有
對
觀
眾
進
行
互
動
等
傳
播
和
溝
通
的

藝
術
理
念
在
內
。

綜
合
各
家
說
法
，
新
媒
體
藝
術
強
調

新
科
技
的
應
用
與
實
驗
，
使
新
的
科
技
或

媒
材
能
成
為
創
作
者
藝
術
理
念
展
現
之
可

能
。
因
此
，
凡
應
用
了
各
種
新
的
科
技
媒

材
的
當
代
藝
術
，
均
可
視
之
為
廣
義
的
新

媒
體
藝
術
創
作
。
但
近
來
因
資
訊
科
技
的

進
步
，
使
得
數
位
化
的
展
現
方
式
有
了
極

大
的
發
展
空
間
，
讓
新
媒
體
藝
術
應
用
數

位
科
技
的
程
度
增
加
不
少
，
讓
新
媒
體
藝

現
方
式
和
新
科
技
的
應
用
，
但
仍
有
其
發

展
的
脈
絡
和
歷
史
淵
源
。
藝
術
作
品
以
新

科
技
作
為
表
現
藝
術
理
念
的
媒
介
，
早
在

數
十
年
前
，
便
有
藝
術
家
試
圖
利
用
各
種

科
技
和
傳
播
媒
材
，
為
藝
術
表
現
創
造
新

的
途
徑
和
可
能
性
。
而
五○

年
代
起
，
也

開
始
有
許
多
藝
術
家
應
用
才
剛
始
起
步
的

資
訊
技
進
行
探
索
性
的
數
位
藝
術
創
作
，

媒
體
藝
術
的
觀
念
也
在
七○

年
代
開
始
受

到
重
視
。
隨
著
九○

年
代
以
後
資
訊
科
技

的
快
速
進
步
，
讓
藝
術
家
得
以
在
媒
體
藝

術
的
發
展
基
礎
上
，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進
行

藝
術
創
作
。
因
此
，
新
媒
體
藝
術
可
以
視

之
為
媒
體
藝
術
的
新
發
展
，
也
可
以
視
之

為
是
數
位
藝
術
的
一
份
子
。
由
於
新
媒
體

藝
術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情
形
相
當
常
見
，

加
上
又
具
有
跨
媒
體
、
規
模
大
等
特
性
，

使
得
新
媒
體
藝
術
的
創
作
經
常
是
團
隊
性

的
，
包
含
內
容
面
、
技
術
面
等
多
種
不
同

專
業
領
域
的
專
才
。
目
前
，
新
媒
體
藝
術

在
國
內
逐
漸
受
到
重
視
，
不
僅
新
媒
體
藝

術
的
展
覽
開
始
增
多
，
相
關
的
學
術
討
論

和
書
籍
亦
復
不
少
，
大
學
院
校
中
也
有
相

關
的
系
所
和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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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公
望
富
春
山
居
圖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
介
紹

一
、
展
覽
主
題
簡
介

﹁
山
水
合
璧─

黃
公
望
與
富
春
山

居
圖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
不
僅
僅
只
試
圖
讓

畫
面
中
的
人
物
動
起
來
，
更
力
圖
對
於
黃

公
望
和
︽
富
春
山
居
圖
︾
的
傳
奇
作
更

深
層
的
演
繹
。
本
次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劃
分

為
﹁
山
水
化
境
、
畫
史
傳
奇
、
寫
山
水

訣
、
聽
畫
、
山
水
對
畫
﹂
五
個
主
題
，
從

美
學
、
歷
史
、
技
法
等
不
同
層
面
重
新
詮

釋
，
結
合
現
代
數
位
科
技
和
影
音
，
從
藝

術
、
文
學
、
音
樂
、
戲
劇
等
多
元
的
角
度

進
行
創
作
和
延
伸
，
不
僅
讓
原
畫
作
停
留

在
完
成
的
時
空
，
更
賦
予
現
代
人
們
的
觀

點
和
意
義
。

﹁
山
水
化
境
﹂
以
數
位
3 

D
動
畫

的
當
代
視
覺
影
像
和
集
錦
攝
影
拼
貼
文

化
山
水
的
藝
術
表
現
形
式
，
對
︽
富
春
山

居
圖
︾
做
一
臨
摹
，
並
結
合
曲
水
流
觴

和
與
畫
中
人
物
對
話
的
互
動
，
與
作
品

有
新
的
連
結
。
︽
富
春
山
居
圖
︾
畫
作
輾

轉
流
傳
，
留
下
曲
折
的
傳
奇
於
世
，
﹁
畫

史
傳
奇
﹂
以
水
墨
的
長
卷
式
說
書
，
將
長

軸
的
時
間
結
構
結
合
歷
史
敘
事
，
配
合
動

畫
表
現
呈
現
畫
作
的
歷
史
與
傳
奇
故
事
。

黃
公
望
︽
寫
山
水
訣
︾
，
對
後
進
傳
述
了

繪
畫
技
巧
，
包
含
畫
家
對
山
水
景
物
的
觀

察
與
自
然
美
感
奧
祕
的
整
理
，
﹁
寫
山
水

訣
﹂
引
導
觀
眾
解
讀
寫
山
水
訣
的
文
意
，

認
識
其
中
筆
墨
意
趣
，
同
時
透
過
拼
貼
的

互
動
方
式
領
略
構
圖
的
趣
味
。
﹁
聽
畫
﹂

結
合
光
影
和
音
樂
，
體
驗
畫
外
之
音
，
感

受
︽
富
春
山
居
圖
︾
在
構
圖
上
如
同
交
響

樂
般
的
時
間
感
，
觀
眾
一
邊
聆
聽
音
樂
，

一
邊
觀
看
富
春
山
居
緩
緩
在
面
前
流
過
，

如
同
置
身
於
畫
舫
中
漫
游
富
春
江
，
江
畔

如
畫
、
熏
風
徐
來
，
領
略
自
然
樂
章
之
美

妙
。
﹁
山
水
對
畫
﹂
以
魔
幻
劇
場
的
方

式
，
延
伸
介
紹
黃
公
望
之
藝
術
成
就
對
於

後
世
的
影
響
，
透
過
不
同
畫
家
和
黃
公
望

跨
越
時
空
的
對
話
，
一
窺
文
人
山
水
的
起

承
脈
絡
。
︵
圖
一—

六
︶

二
、
展
覽
之
技
術
突
破

本
次
﹁
山
水
化
境
﹂
展
項
克
服
展

場
低
矮
的
空
間
，
利
用
四
十
二
台
投
影
機

完
成
四
十
公
尺
長
的
巨
作
，
在
投
影
效
果

的
接
合
和
校
正
上
，
規
模
便
十
分
龐
大
，

需
要
不
斷
校
正
並
精
密
測
量
，
始
能
確
保

投
影
效
果
的
準
確
。
因
此
，
投
影
效
果
的

校
正
與
測
試
必
需
反
覆
微
調
以
確
保
其
精

準
度
︵
圖
七
︶
。
此
外
，
尚
需
突
破
硬
體

架
設
、
拼
接
軟
體
、
程
式
設
計
等
重
重
技

術
限
制
，
始
能
重
新
詮
釋
︽
富
春
山
居

圖
︾
的
優
雅
意
境
。
除
此
之
外
，
故
宮
的

展
場
空
間
原
為
展
示
文
物
而
設
計
，
和
新

媒
體
藝
術
的
展
示
所
需
的
空
間
環
境
和
設

備
有
所
不
同
，
這
考
驗
著
策
展
團
隊
的
策

劃
設
計
智
慧
，
也
挑
戰
故
宮
工
作
人
員
的

應
變
和
協
調
能
力
；
而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的

維
運
方
式
，
以
及
數
量
龐
大
的
數
位
設
備

維
運
，
也
是
策
展
團
隊
必
需
克
服
的
困
難

點
，
策
展
團
隊
必
需
在
有
限
的
空
間
中
架

設
臨
時
的
機
房
︵
圖
八
︶
，
以
維
持
展
覽

的
運
作
，
這
些
都
與
過
去
文
物
展
示
的
維

運
方
式
有
所
不
同
。
而
每
件
作
品
的
設
計

製
作
都
經
過
無
數
次
的
實
驗
和
測
試
，
將

現
有
設
備
重
新
組
裝
以
達
到
展
件
欲
傳
達

圖一　山水化境：集錦攝影拼貼文化山水

圖四　畫史傳奇以長卷形式，用動態效果呈現《富春山居圖》的曲折歷史

圖二　 山水化境：觀眾與《富春山居圖》中的人物 
以聲音進行互動

圖五　寫山水訣：可讓觀眾以手指碰觸螢幕作畫

圖三　山水化境：剩山圖和無用師卷合璧後放大投影之情形

圖六　聽畫：富春山居影像光影投射，並於現場搭配音樂供觀眾聆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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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效
果
，
如
﹁
聽
畫
﹂
中
的
光
影
投
射
，

為
呈
現
音
樂
與
畫
面
交
疊
時
空
感
，
市
面

上
沒
有
現
成
可
直
接
運
用
的
設
備
，
而
是

經
過
策
展
團
隊
不
斷
地
測
試
後
自
行
訂
製

和
組
裝
︵
圖
九
︶
。
﹁
山
水
對
畫
﹂
中
透

過
鏡
面
反
射
的
魔
幻
劇
場
，
呈
現
虛
實
交

替
、
室
內
外
場
景
切
換
的
視
覺
效
果
，
更

是
經
歷
無
數
徹
夜
的
討
論
和
實
驗
才
有
的

成
果
︵
圖
十
︶
。

三
、
策
展
理
念

﹁
青
鳥
新
媒
體
藝
術
﹂
總
監
林
俊

廷
強
調
：
我
們
是
藝
術
創
作
團
隊
，
由
不

同
專
長
背
景
的
創
意
人
組
成
，
包
含
視
覺

藝
術
、
博
物
館
展
示
、
動
畫
、
程
式
、
電

子
電
路
、
音
樂
與
媒
體
研
究
等
各
方
面
的

專
業
。
因
此
，
每
次
的
藝
術
創
作
先
考
量

的
是
從
內
容
設
計
為
出
發
點
，
再
由
團
隊

共
同
討
論
如
何
執
行
。
然
而
，
擅
長
新
媒

體
藝
術
的
青
鳥
團
隊
，
其
實
一
開
始
在
策

劃
本
展
時
，
大
部
分
的
成
員
對
於
黃
公
望

和
︽
富
春
山
居
圖
︾
為
主
題
的
古
美
術
領

域
，
並
不
那
麼
熟
悉
。
透
過
蒐
集
資
料
、

研
究
、
發
想
和
持
續
討
論
的
過
程
，
並
且

與
故
宮
的
研
究
人
員
不
斷
請
益
、
討
論
和

修
正
，
而
有
呈
現
在
觀
眾
眼
前
的
作
品
。

他
們
也
以
自
己
的
經
驗
為
起
點
，
讓
觀
眾

從
不
認
識
，
透
過
整
個
參
觀
的
過
程
而
能

有
豐
厚
的
收
穫
，
尤
其
更
期
望
讓
許
多
不

曾
接
觸
古
美
術
的
年
輕
族
群
，
和
他
們
一

樣
，
經
歷
與
黃
公
望
對
話
而
有
所
啟
發
和

瞭
解
。在

古
今
交
流
中
，
不
但
讓
前
人
的
畫

作
和
美
學
思
維
，
賦
予
當
代
意
涵
，
同
時

讓
現
代
創
作
者
和
觀
眾
從
中
獲
得
啟
發
。

對
於
觀
眾
而
言
，
本
展
提
供
欣
賞
畫
作
一

種
新
的
多
重
體
驗
，
過
去
隔
著
玻
璃
或
一

定
距
離
欣
賞
畫
作
，
而
﹁
山
水
化
境
﹂
將

原
畫
放
至
約
六
倍
大
，
並
用
集
錦
攝
影
拼

貼
文
化
山
水
和
3 

D
動
畫
的
方
式
，
除
了

可
以
更
清
楚
賞
析
畫
作
的
細
節
之
外
，
更

可
以
讓
觀
眾
彷
彿
身
臨
富
春
江
邊
，
穿
越

歷
史
的
長
河
，
回
到
黃
公
望
當
時
的
場

景
，
也
跨
越
地
理
的
界
線
，
親
至
富
春
江

感
受
四
季
的
氣
象
萬
千
，
在
虛
實
之
間

與
自
我
和
山
水
對
話
。
本
展
更
提
供
觀
眾

不
同
形
式
的
參
觀
經
驗
，
近
來
被
廣
為
運

用
的
﹁
五
感
﹂
體
驗
，
本
展
也
可
親
身
感

受
，
觀
眾
透
過
﹁
曲
水
流
觴
﹂
撈
起
酒
杯

︵
圖
十
一
︶
和
向
古
人
呼
喊
等
互
動
︵
圖

十
二
︶
，
在
﹁
聽
畫
﹂
中
感
受
如
交
響
樂

般
的
典
雅
山
水
，
除
了
眼
睛
欣
賞
之
外
，

肢
體
和
聲
音
也
共
同
參
與
感
受
，
而
互
動

和
展
演
的
過
程
，
觀
眾
也
成
為
展
覽
的
一

部
分
，
甚
至
博
物
館
儼
然
成
為
一
個
劇

場
。
黃
公
望
的
寫
山
水
訣
記
錄
了
畫
作
的

要
領
和
技
巧
，
﹁
寫
山
水
訣
﹂
展
品
中
觀

眾
可
以
透
過
觸
控
創
作
山
水
畫
，
而
不
同

觀
眾
的
創
作
甚
至
可
以
串
連
成
集
體
創
作

的
山
水
聯
屏
畫
作
，
參
觀
展
覽
除
了
純
粹

欣
賞
之
外
，
更
進
而
親
身
創
作
，
真
實
體

驗
畫
作
的
技
法
和
布
局
︵
圖
十
三
︶
。

黃
公
望
對
於
後
世
的
影
響
以
及
︽
富

春
山
居
圖
︾
的
美
學
價
值
，
過
去
都
是
以

文
字
或
語
言
傳
達
，
本
次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期
望
將
這
些
非
物
質
訊
息
以
及
深
厚
文
化

意
涵
用
多
元
的
形
式
呈
現
，
如
﹁
畫
史
傳

奇
﹂
和
﹁
山
水
對
畫
﹂
對
於
各
畫
家
樣
貌

及
其
時
代
背
景
、
服
裝
、
用
品
等
加
以
考

究
，
將
文
字
語
言
加
以
轉
換
成
腳
本
和
場

景
設
計
，
除
了
以
動
畫
生
動
的
方
式
呈
現

於
觀
眾
眼
前
，
﹁
山
水
對
畫
﹂
更
結
合
布

袋
戲
，
融
入
傳
統
與
創
新
的
元
素
，
重
現

黃
公
望
與
後
世
畫
家
的
交
流
對
話
，
並
將

流
傳
的
史
料
用
現
代
的
語
彙
重
新
詮
釋
。

結
語

﹁
青
鳥
新
媒
體
藝
術
﹂
總
監
林
俊
廷

表
示
：
藝
術
不
是
複
製
品
。
新
媒
體
藝
術

並
不
是
要
重
複
同
時
展
出
的
真
跡
畫
作
，

而
是
試
圖
呈
現
視
覺
以
外
的
其
它
表
現
形

式
，
用
更
多
元
的
方
式
傳
達
藝
術
意
境
。

例
如
聲
音
和
視
覺
就
是
不
同
的
表
現
形

式
，
聲
音
可
以
在
空
間
感
上
彌
補
視
覺
的

不
足
。
本
展
提
供
觀
眾
多
元
形
式
的
參
觀

圖七　山水化境投影拚接與校正工作進行實況，以光束測量畫面水平以及是否拚接準確

圖八　架設於展場後方之臨時機房，一共架設38台電腦

圖九　聽畫設備組裝測試

圖十　山水對畫場景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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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新媒體藝術展

展場巡禮

過
新
媒
體
展
的
展
示
手
法
，
可
能
可
以
吸

引
更
多
不
同
類
型
或
領
域
的
觀
眾
，
進
入

博
物
館
參
觀
，
並
拉
近
他
們
與
古
美
術
之

間
的
距
離
。

經
驗
，
近
來
在
經
歷
了
上
海
世
博
和
台
北

花
博
，
許
多
過
去
較
少
或
不
曾
參
觀
博
物

館
的
觀
眾
，
受
到
各
種
多
媒
體
展
示
方
式

的
刺
激
，
而
有
不
同
的
感
官
經
驗
，
而
透

過
去
藝
術
類
博
物
館
焦
點
多
重
於

文
物
的
典
藏
和
展
示
，
與
關
注
現
代
議
題

的
當
代
藝
術
，
彼
此
之
間
不
論
是
展
示
內

容
、
展
示
方
式
或
是
觀
眾
群
等
，
有
一
道

無
形
的
鴻
溝
。
當
代
藝
術
家
運
用
歷
史
的

素
材
進
行
創
作
，
並
不
是
創
舉
，
但
展
出

的
地
點
多
限
於
屬
性
較
為
當
代
的
場
域
；

此
外
，
雖
然
﹁
山
水
合
璧─

黃
公
望
與
富

春
山
居
圖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
並
不
是
首
次

將
畫
作
真
跡
和
新
媒
體
藝
術
同
時
於
台
北

故
宮
展
出
，
但
同
一
主
題
多
元
面
向
的
延

伸
，
及
將
許
多
用
於
當
代
藝
術
的
展
示
手

法
的
引
入
，
為
古
美
術
與
當
代
藝
術
的
對

話
開
啟
新
的
一
章
。
在
不
同
的
時
代
中
，

每
一
種
藝
術
創
作
的
方
式
和
使
用
媒
材
，

都
曾
經
是
科
技
，
而
每
一
項
科
技
所
存
在

的
時
代
裡
都
可
能
創
作
出
偉
大
的
藝
術
，

就
如
同
沈
周
、
張
宏
等
人
臨
摹
︽
富
春
山

居
圖
︾
，
藝
術
家
林
俊
廷
和
青
鳥
團
隊
用

現
代
數
位
多
媒
體
的
方
式
向
黃
公
望
致

敬
；
又
如
乾
隆
皇
帝
在
子
明
卷
上
題
字
，

現
代
觀
賞
者
用
聲
音
、
動
作
、
影
像
等
，

表
達
和
記
錄
欣
賞
畫
作
的
感
動
，
讓
山
水

的
幽
靜
淡
雅
無
限
延
續
。

本
展
從
五
個
主
題
詮
釋
黃
公
望
與

︽
富
春
山
居
圖
︾
，
從
︽
富
春
山
居
圖
︾

畫
作
本
身
藝
術
價
值
和
創
作
內
涵
，
延
伸

至
黃
公
望
和
畫
作
流
傳
歷
史
和
哲
學
思

維
，
更
進
一
步
討
論
其
對
後
世
的
影
響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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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
嘉
驥
︵
二○

○

四
︶
。
台
灣
媒
體
藝
術
發

展
評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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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國
際
論
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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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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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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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術
館
。

展
示
的
同
時
，
也
利
用
深
入
淺
出
的
方
式

進
行
教
育
推
廣
，
將
豐
厚
的
歷
史
和
畫
作

相
關
知
識
，
透
過
多
元
的
感
受
和
體
驗
，

潛
移
默
化
地
學
習
，
不
僅
和
﹁
山
水
合
璧

─

黃
公
望
與
富
春
山
居
圖
特
展
﹂
真
跡
展

出
相
互
呼
應
，
更
深
刻
地
將
其
文
化
意
涵

加
以
演
繹
和
推
廣
。
此
外
，
透
過
藝
術
、

文
學
、
音
樂
、
動
畫
、
戲
劇
等
跨
領
域
的

多
元
創
作
，
並
將
古
典
元
素
用
現
代
手
法

重
新
詮
釋
，
跨
時
空
和
跨
領
域
整
合
運
用

於
博
物
館
展
示
，
其
中
所
帶
來
的
文
創
思

維
，
令
人
驚
豔
且
期
待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圖十一　山水化境中曲水流觴撈酒杯的動作

圖十二　山水化境中向古人呼喊

圖十四　山水對畫布袋戲拍攝場佈 圖十三　寫山水訣以手指觸控作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