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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
寫
嘉
義
電
力
發
展
史

從
陳
澄
波
畫
作
中
的
電
線
桿
談
起

蔡
承
豪

匯
聚
亞
洲
文
物
的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南
部
分
院
即
將
於
本
年
年
底
進
行
試
營

運
，
實
為
嘉
義
地
方
難
得
之
盛
事
。
為
呈

現
嘉
義
地
區
特
有
的
歷
史
文
化
以
廣
為
中

外
遊
客
所
認
識
，
在
南
院
常
設
展
中
，
即

設
置
﹁
奔
流
不
息─

嘉
義
發
展
史
多
媒
體

數
位
展
﹂
展
廳
，
以
多
媒
體
、
互
動
式
年

表
，
搭
配
本
院
珍
藏
嘉
義
文
史
資
料
，
讓

民
眾
得
以
從
多
個
面
向
接
觸
嘉
義
的
人
文

特
質
。
︵
圖
一
︶
﹁
嘉
義
乃
畫
都
﹂
，

在
多
媒
體
影
片
當
中
，
藝
術
自
是
佔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當
中
出
身
嘉
義
，
有
﹁
臺
灣

繪
畫
的
現
代
主
義
之
父
﹂
讚
譽
的
陳
澄
波

︵
一
八
九
五

∼

一
九
四
七
︶
，
更
將
是
影

片
的
亮
點
之
一
。

而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至
一○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於
故
宮
一○

五
、
一

○

七
陳
列
室
展
出
的
﹁
藏
鋒─

陳
澄
波
特

展
﹂
，
除
為
故
宮
九
十
週
年
拉
開
序
曲
，

亦
與
年
末
即
將
試
營
運
的
故
宮
南
院
開
館

呼
應
，
強
化
了
故
宮
與
嘉
義
的
聯
繫
。

︵
圖
二
︶
參
觀
者
透
過
陳
澄
波
的
畫
作
，

除
觀
覽
其
美
術
上
的
貢
獻
，
更
得
以
藉
此

一
窺
近
百
年
前
的
嘉
義
景
致
及
變
貌
。

在
臺
灣
近
代
美
術
史
上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的
畫
家
陳
澄
波
，
對
其
畫
作
的
諸
多
評
析
中
，
有
相
當
一

部
份
聚
焦
於
他
畫
布
間
呈
現
的
﹁
現
代
性
﹂
及
﹁
社
會
寫
實
情
懷
﹂
。
但
更
值
得
注
意
的
，
是
從

其
強
烈
的
鄉
土
色
的
畫
作
中
，
亦
可
觀
察
到
陳
澄
波
的
故
鄉—

嘉
義
，
該
地
電
力
發
展
史
的
某
些

發
展
變
遷
面
向
。

可
視
的
現
代
性

在
陳
澄
波
畫
作
的
諸
多
評
析
中
，

有
相
當
一
部
分
聚
焦
於
他
畫
布
間
所
呈
現

的
﹁
現
代
性
﹂
及
﹁
社
會
寫
實
情
懷
﹂
，

甚
至
以
﹁
摩
登
︵m

odern

︶
迷
戀
﹂
來
稱

之
。
︵
註
一
︶

因
在
陳
澄
波
的
畫
筆
下
，
有

多
幅
描
繪
了
噴
水
池
、
公
園
、
工
廠
、
現

代
建
築
及
電
線
桿
等
，
反
映
了
當
代
的
新

建
設
景
況
，
故
常
被
用
以
佐
證
前
述
的
觀

點
。
尤
其
是
他
描
繪
故
鄉
被
視
為
代
表
畫

作
群
的
﹁
嘉
義
系
列
﹂
畫
中
，
所
繪
整
齊

的
電
線
桿
群
，
或
是
巧
妙
的
運
用
高
聳
的

電
線
桿
來
分
割
畫
面
，
有
別
於
同
時
代
的

其
他
畫
作
，
因
而
得
到
許
多
關
注
。

例
如
︿
夏
日
街
景
﹀
︵
一
九
二
七
︶

便
被
評
為
﹁
最
為
突
出
的
地
方
是
﹃
透
過

藝
術
家
巧
妙
的
構
圖
安
排
﹄
畫
面
裡
出
現

的
﹃
電
線
桿
﹄
﹂
，
或
是
入
選
日
本
第
七

屆
﹁
帝
國
美
術
展
覽
會
﹂
的
︿
嘉
義
街

外
﹀
︵
一
九
二
六
︶
，
被
評
稱
﹁
最
有

意
思
的
還
是
在
路
邊
整
齊
排
排
站
的
電
線

桿
﹂
等
說
法
。
︵
註
二
︶

在
﹁
藏
鋒
﹂
展
場

中
，
包
括
描
繪
故
鄉
的
︿
溫
陵
媽
祖
廟
﹀

︵
一
九
二
七
︶
︵
圖
三
︶
，
以
及
陳
澄
波

從
上
海
返
回
嘉
義
後
，
描
繪
故
鄉
景
致

圖一　清乾隆朝　〈臺灣地圖〉　諸羅縣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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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
義
系
列
﹂
創
作
中
的
︿
嘉
義
街
景
﹀

︵
一
九
三
四
︶
︵
圖
四
︶
、
︿
展
望
諸
羅

城
﹀
︵
一
九
三
四
︶
︵
圖
五
︶
、
︿
嘉
義

街
中
心
﹀
︵
一
九
三
四
︶
︵
圖
六
︶
等
，

也
可
清
晰
的
見
到
電
線
桿
的
佈
局
。

電
力
是
改
變
人
類
文
明
的
一
大
科

技
，
整
齊
的
電
線
桿
，
以
及
宛
如
蜘
蛛

網
般
的
電
線
，
則
將
看
不
見
的
電
，
轉
化

為
可
見
的
畫
面
，
呈
現
出
一
種
進
步
的

氛
圍
。
故
畫
家
以
此
作
為
畫
中
醒
目
的

元
素
，
並
貫
穿
於
一
幕
又
一
幕
的
寫
實
畫

作
，
自
是
引
發
了
評
論
者
對
其
畫
內
﹁
近

代
性
﹂
的
關
注
。
學
者
李
淑
珠
的
研
究
便

指
出
，
近
代
臺
灣
美
術
的
作
品
中
，
不
難

見
到
以
現
代
城
市
街
景
及
電
線
桿
為
題
材

的
例
子
，
如
李
梅
樹
、
洪
瑞
麟
等
；
而
同

時
代
的
日
本
畫
家
，
將
電
線
桿
作
為
題
材

者
為
數
亦
不
少
。
但
若
就
數
量
多
、
重
視

細
節
的
描
繪
傾
向
來
看
，
在
陳
澄
波
作
品

中
的
電
線
桿
，
有
其
獨
特
性
，
且
非
僅
嘉

義
系
列
有
電
線
桿
的
描
繪
。
從
一
九
一
五

年
到
一
九
四
六
年
間
，
即
有
超
過
五
十
幅

畫
作
含
有
電
線
桿
。
︵
註
三
︶

如
在
﹁
藏

鋒
﹂
特
展
中
，
繪
於
上
海
、
為
陳
澄
波
最

喜
愛
的
畫
作—

﹁
清
流
﹂︵
一
九
二
九
︶︵
圖

七
︶
，
便
是
在
嘉
義
以
外
地
區
繪
出
電
線

桿
的
一
例
。
︵
註
四
︶

既
作
為
陳
澄
波
最
為
人
所
關
注
的
標

誌
之
一
，
也
不
禁
讓
人
好
奇
，
在
當
時
的

嘉
義
，
電
線
桿
的
發
展
，
有
著
什
麼
樣
的

歷
程
，
足
以
成
為
都
市
中
的
代
表
景
致
之

一
。
是
否
如
某
些
研
究
者
所
指
出
，
陳
澄

波
的
畫
作
中
，
會
大
量
出
現
包
括
電
線
桿

在
內
的
新
城
市
近
代
風
景
，
是
因
從
小
便

體
驗
到
嘉
義
的
建
設
過
程
和
嘉
義
景
觀
變

遷
所
導
致
。
也
有
研
究
者
將
之
納
入
臺
灣

電
力
整
體
的
發
展
歷
史
脈
絡
，
兼
及
日
月

潭
發
電
廠
的
建
設
等
。
但
或
許
更
該
回
歸

的
問
題
是
，
嘉
義
地
區
的
電
力
建
設
的
發

展
，
究
竟
是
處
於
一
個
什
麼
樣
的
變
遷
情

況
？

新
能
源
時
代

電
力
的
發
明
與
運
用
，
讓
人
類
文
明

得
以
有
飛
躍
式
的
進
展
。
無
論
是
家
庭
照

片
，
或
是
工
業
化
的
動
力
，
皆
因
有
電
源

的
供
應
而
得
以
有
跨
時
代
的
變
化
。
新
興

街
道
兩
旁
的
電
線
桿
，
成
為
最
具
近
代
風

貌
的
天
際
線
。
通
訊
設
備
的
架
設
，
則
縮

短
了
訊
息
傳
遞
的
時
間
成
本
。

若
觀
察
過
往
的
電
線
桿
，
其
頭
端

有
短
橫
木
二
支
及
長
橫
木
五
支
之
分
的
類

別
，
兩
支
橫
木
的
是
一
般
家
庭
供
電
，
五

支
橫
木
者
則
係
電
報
專
用
線
。
透
過
這
些

線
傳
輸
系
統
，
前
者
使
光
明
走
入
夜
晚
的

家
中
，
取
代
傳
統
油
燈
提
供
穩
定
的
光

源
，
後
者
則
使
訊
息
可
以
不
遠
千
里
，
瞬

間
抵
達
。

陳
澄
波
出
生
於
一
八
九
五
年
，
在

此
之
前
，
電
燈
與
電
報
已
經
在
臺
灣
這

塊
土
地
上
出
現
，
臺
灣
首
任
巡
撫
劉
銘
傳

︵
一
八
三
六

∼

一
八
九
六
︶
任
職
時
，

便
在
清
光
緒
十
四
年
︵
一
八
八
八
︶
於

臺
北
城
內
架
設
電
線
桿
，
並
裝
上
電
燈
，

透
過
小
型
蒸
氣
燃
媒
發
電
機
的
電
力
，
為

臺
灣
電
燈
來
臨
的
時
代
揭
開
序
幕
。
然
陳

澄
波
出
生
時
，
臺
北
除
了
距
離
遙
遠
，
電

燈
也
已
暫
時
熄
滅
。
但
電
力
的
便
利
並
未

被
人
遺
忘
，
日
本
統
治
臺
灣
後
，
最
高
殖

民
行
政
單
位
臺
灣
總
督
府
，
隨
即
在
統
治

初
期
嘗
試
重
建
發
電
設
施
。
明
治
三
十
年

︵
一
八
九
七
︶
，
在
興
建
鴉
片
工
廠
之

際
，
陸
續
裝
設
四
台
蒸
氣
發
電
機
，
除
提

供
工
廠
夜
間
電
燈
照
明
，
還
額
外
供
應
總

督
府
、
官
邸
、
臺
北
醫
院
及
少
部
分
地
區

圖二　「藏鋒－陳澄波特展」展場入口　林姿吟攝

圖三　陳澄波　〈溫陵媽祖廟〉　1927　油彩畫布　縱91，橫116.5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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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街
燈
照
明
，
讓
臺
北
地
區
得
以
重
獲
燈

光
。
其
後
總
督
府
並
陸
續
興
建
發
電
設

施
，
但
臺
北
的
光
明
，
在
陳
澄
波
抵
達
臺

北
求
學
時
，
方
有
機
會
接
觸
。

電
報
的
時
間
則
更
早
，
在
清
光
緒

三
年
︵
一
八
七
七
︶
，
兼
管
臺
灣
福
建
巡

撫
丁
日
昌
︵
一
八
二
三

∼

一
八
八
二
︶
便

架
設
了
臺
南
府
城
到
旗
後
︵
高
雄
︶
的
電

報
線
，
且
是
中
國
的
第
一
條
電
報
線
。
劉

銘
傳
接
任
後
，
再
興
工
完
成
基
隆
、
淡
水

到
臺
北
間
的
電
報
工
程
，
後
並
建
成
臺
北

經
淡
水
到
福
州
電
報
線
。
在
劉
銘
傳
努
力

下
，
當
時
主
要
城
市
，
如
嘉
義
、
臺
南
、

彰
化
、
新
竹
、
臺
北
、
基
隆
等
，
都
已
設

有
電
報
局
。
傳
送
電
報
的
經
費
非
一
般
小

民
所
能
負
擔
，
但
也
為
這
些
都
市
，
建
立

起
一
個
新
的
景
象
，
當
然
，
範
圍
相
當
有

限
。
不
過
電
報
系
統
因
為
統
治
及
軍
事
上

的
用
途
，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
負
責
統
治
臺

灣
的
臺
灣
總
督
府
積
極
立
竿
設
線
，
將
電

報
系
統
貫
穿
南
北
，
橫
貫
於
西
部
地
區
，

雖
然
在
部
分
地
區
僅
有
一
條
，
但
已
扮
演

起
重
要
的
聯
絡
角
色
。
一
些
抗
日
義
軍
知

其
重
要
性
，
還
曾
破
壞
嘉
義
地
區
的
電

線
，
以
干
擾
日
軍
的
聯
繫
通
訊
。

雖
電
報
線
在
十
九
世
紀
晚
期
，
已

經
是
連
貫
臺
灣
南
北
的
重
要
通
訊
設
施
，

也
途
經
嘉
義
，
較
電
力
線
更
早
走
入
民
間

的
生
活
。
但
就
一
般
人
而
言
，
電
燈
的

影
響
更
為
深
遠
且
切
身
，
且
足
以
改
變
生

活
節
奏
。
相
較
之
下
，
除
了
公
事
、
商

務
或
是
緊
急
時
刻
，
一
般
人
使
用
電
報
的

機
會
有
限
。
另
外
，
臺
灣
在
明
治
三
十
年

︵
一
八
九
七
︶
出
現
了
第
一
具
電
話
，
但

一
般
民
眾
能
使
用
者
亦
屈
指
可
數
，
主
要

是
官
方
機
構
、
軍
隊
、
工
廠
、
商
家
等
，

才
能
擁
有
電
話
，
且
大
多
是
日
本
人
所
使

用
。

綻
放
光
明
的
嘗
試

雖
陳
澄
波
要
觀
察
電
線
桿
的
景
致
，

就
設
立
時
間
點
來
說
，
或
許
首
先
目
睹
的

該
是
較
早
豎
立
、
供
五
支
橫
木
的
電
報
專

用
電
線
桿
。
但
比
較
數
量
，
深
入
於
各
機

關
、
工
廠
與
家
戶
，
提
供
電
燈
電
力
的
電

線
桿
，
應
是
嘉
義
地
區
較
為
廣
佈
的
電
線

種
類
，
這
也
應
是
陳
澄
波
的
較
早
關
注
到

的
電
線
桿
類
型
。
觀
察
陳
澄
波
的
幾
幅
繪

圖四　陳澄波　〈嘉義街景〉　1934　油彩畫布　縱91，橫116.5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2015年5月　9697　故宮文物月刊·第386期

側寫嘉義電力發展史—從陳澄波畫作中的電線桿談起

文物脈絡

入
電
線
桿
的
畫
作
中
，
部
分
畫
作
係
同
時

並
存
電
線
與
電
燈
兩
種
電
線
桿
的
款
式
，

但
更
明
顯
出
現
在
較
多
畫
中
的
種
類
，
則

是
以
短
橫
木
、
並
有
照
明
燈
泡
所
組
成
的

電
燈
電
線
桿
樣
式
的
為
主
。
這
並
非
偶

然
，
因
為
嘉
義
是
臺
灣
第
一
個
有
電
燈
會

社
的
區
域
。

二
十
世
紀
初
，
臺
灣
除
了
官
營
電

業
供
應
一
些
官
方
機
構
外
，
也
有
一
些

製
糖
工
廠
自
行
發
電
以
運
作
機
器
，
但
總

計
起
來
範
圍
仍
相
當
有
限
。
因
此
，
有

若
干
商
界
人
士
打
算
在
臺
灣
投
資
成
立

電
燈
會
社
，
藉
由
普
及
電
燈
來
營
利
，
畢

竟
電
燈
在
當
時
的
臺
灣
仍
可
謂
處
女
地
，

一
旦
搶
進
入
場
，
將
是
一
個
無
垠
的
藍

海
。
而
且
時
間
點
早
在
日
本
領
臺
第
二
年

︵
一
八
九
六
︶
，
便
已
有
商
人
開
始
籌
畫

電
燈
公
司
的
籌
資
，
只
是
最
後
並
未
竟
全

功
。

明
治
三
十
八
年
︵
一
九○

五
︶
，

由
官
方
興
建
，
位
在
新
店
的
龜
山
電
廠
落

成
，
臺
北
府
前
街
的
部
分
用
戶
因
而
得
以

大
放
光
明
。
不
過
總
督
府
也
體
認
到
，

光
倚
靠
公
部
門
的
推
動
來
普
及
照
明
，
速

率
勢
必
難
以
躍
進
，
不
如
開
放
民
營
電

氣
︵
燈
︶
會
社
，
由
民
間
的
力
量
來
建
設

地
方
的
電
氣
供
應
。
因
此
，
在
二
十
世
紀

初
，
開
始
觸
發
了
一
股
民
營
電
氣
會
社
的

風
潮
。
但
當
時
臺
灣
人
對
於
電
燈
的
認

識
，
仍
相
當
薄
弱
，
要
裝
設
電
燈
的
費

用
，
也
是
一
筆
不
小
的
負
擔
，
所
以
先
行

成
立
的
募
股
會
社
無
法
順
利
。
首
先
成
功

的
，
反
而
是
在
遠
離
臺
北
、
臺
南
等
政
經

中
心
的
嘉
義
。

嘉
義
電
燈
會
社
的
成
立

嘉
義
綻
放
電
燈
光
明
的
歷
史
，
可
溯

及
至
明
治
四
十
二
年
︵
一
九○

九
︶
。
臺

灣
總
督
府
民
政
部
殖
產
局
在
鼓
勵
增
產
的

政
策
下
，
於
嘉
義
原
設
有
模
範
製
紙
場
，

利
用
水
力
發
電
推
動
製
作
機
械
。
然
後
後

續
經
營
不
甚
理
想
，
虧
損
連
連
，
至
一
九

○

九
年
不
得
不
宣
告
歇
業
。

但
模
範
製
紙
本
身
佔
地
廣
大
，
又

有
器
具
及
諸
機
械
等
，
仍
有
利
用
價
值
，

因
此
地
方
政
府
嘉
義
廳
積
極
與
總
督
府
交

涉
，
擬
再
加
修
理
，
轉
為
小
規
模
的
水
力

發
電
廠
，
並
以
之
供
應
嘉
義
市
街
所
需
。

對
於
未
來
的
經
營
，
則
規
劃
委
託
民
間
經

營
，
讓
廠
商
以
提
供
免
費
的
電
燈
及
發
電

圖五　陳澄波　〈展望諸羅城〉　1934　油彩畫布　縱73，橫91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圖六　陳澄波　〈嘉義街中心〉　1934　油彩畫布　縱91，橫117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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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為
條
件
來
取
得
經
營
權
。
此
一
構
想
，

很
快
就
獲
得
日
本
商
人
的
注
意
，
有
多
組

人
馬
投
入
評
估
。
但
到
翌
年
，
卻
宣
告

失
敗
，
主
因
在
於
打
算
用
於
水
力
發
電
的

牛
稠
溪
水
量
太
小
，
發
電
量
不
足
，
且
會

有
四
至
五
個
月
的
枯
水
期
，
這
段
期
間
就

必
須
使
用
石
油
發
電
機
來
發
電
，
甚
不
經

濟
，
故
計
畫
遂
告
胎
死
腹
中
。

首
次
的
挫
敗
，
並
沒
有
斷
絕
嘉
義

廳
及
投
資
人
的
意
願
。
在
明
治
四
十
三
年

︵
一
九
一○

︶
六
月
，
嘉
義
廳
長
特
別
邀

集
有
意
願
的
投
資
臺
日
商
賈
前
來
共
謀
大

計
，
期
能
群
聚
眾
人
之
力
，
創
建
一
個
十

萬
圓
資
本
的
大
會
社
，
共
同
發
展
嘉
義

電
燈
事
業
，
以
配
合
嘉
義
的
市
區
改
造
計

畫
。
官
方
雖
登
高
一
呼
，
積
極
運
作
，
民

間
業
者
卻
意
見
紛
歧
，
同
時
有
兩
個
組
合

想
要
爭
取
設
置
，
也
有
業
者
另
打
算
推
廣

瓦
斯
燈
。
就
官
方
的
政
策
而
言
，
係
傾
向

電
燈
照
明
，
但
也
擔
心
以
嘉
義
的
彈
丸
之

地
，
無
法
同
時
容
納
兩
家
會
社
，
因
此
在

積
極
斡
旋
下
，
終
使
單
一
的
嘉
義
電
燈
會

社
在
明
治
四
十
四
年
︵
一
九
一
一
︶
正
式

獲
得
批
准
，
開
始
進
行
島
內
外
的
募
股
。

這
個
肩
負
著
新
使
命
的
嘉
義
電
燈

會
社
，
最
初
係
來
自
於
各
種
日
資
的
集

合
，
大
股
東
為
東
京
帝
國
瓦
斯
電
燈
株
式

會
社
，
是
一
在
日
本
具
有
經
營
經
驗
的
公

司
，
社
長
由
伊
東
義
路
擔
任
。
預
計
先
以

水
力
發
電
的
方
式
，
提
供
約
三
千
盞
電
燈

的
電
力
，
發
電
設
備
及
十
六
燭
光
之
燈
光

等
，
並
委
託
當
時
在
臺
灣
參
與
各
項
重
要

建
設
的
日
商
大
倉
組
向
德
國
購
買
。
加
上

插
杆
拉
線
、
架
設
輸
電
設
施
及
線
路
架
設

之
支
出
，
初
始
希
望
可
以
募
集
到
二
十
萬

圓
的
股
份
，
以
謀
大
展
身
手
。

一
般
商
民
雖
知
照
明
的
重
要
性
，
但

對
電
燈
這
個
當
時
的
新
科
技
仍
屬
陌
生
，

對
其
前
景
也
抱
持
著
疑
慮
，
畢
竟
能
率
先

裝
設
電
燈
者
，
多
半
是
官
方
機
構
、
商
店

與
旅
館
，
亦
即
民
間
只
有
對
外
營
業
的
商

業
與
服
務
業
才
有
需
求
，
民
眾
多
半
仍
仰

賴
照
明
度
較
低
，
但
原
料
較
容
易
取
得
的

油
燈
，
市
場
在
哪
仍
待
測
試
。
此
外
，
燈

泡
售
價
不
斐
，
一
般
小
民
多
半
無
力
消

費
，
且
市
面
上
也
無
法
如
現
今
走
到
電
器

材
料
行
便
行
購
得
燈
泡
，
若
是
故
障
，

只
能
帶
著
舊
燈
泡
到
原
本
取
得
的
單
位
更

替
，
相
當
不
易
。
故
在
募
股
時
，
不
斷
的

修
改
目
標
，
時
間
也
比
預
期
長
。
至
明
治

四
十
五
年
︵
一
九
一
二
︶
，
初
步
的
募
股

終
於
完
成
，
設
定
初
始
公
司
資
金
為
十
五

萬
元
，
計
發
行
三
千
股
，
其
中
一
千
股
由

發
起
股
東
先
行
起
認
，
所
餘
二
千
股
公
開

招
募
。
而
部
分
資
金
到
位
後
，
隨
即
先
將

購
買
發
電
機
等
所
需
的
款
項
撥
予
大
倉

組
，
以
便
赴
德
國
購
辦
相
關
設
備
。
而
其

餘
的
資
金
，
則
在
嘉
義
慈
惠
院
旁
興
築
事

圖七　陳澄波　〈清流〉　1929　油彩畫布　縱72.5，橫60.5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圖八　 日本時代臺灣街道上電線桿樣式之一　 
圖片來源：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臺灣寫真帖》。臺北：臺灣總督府，1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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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所
，
並
修
築
工
廠
。
五
月
十
日
，
會
社

舉
辦
總
會
成
立
大
會
，
一
切
似
乎
逐
漸
上

軌
道
，
嘉
義
的
電
燈
時
代
亦
即
將
綻
放
曙

光
。

但
募
股
的
過
程
一
波
三
折
，
日
臺
的

投
資
者
並
沒
有
如
想
像
中
的
大
舉
認
購
，

民
間
申
購
電
燈
者
也
不
甚
踴
躍
。
加
以
從

德
國
來
的
機
器
時
程
延
遲
，
使
得
嘉
義
電

燈
會
社
的
點
燈
時
程
雖
持
續
放
出
消
息
即

將
啟
動
，
卻
一
再
往
後
推
延
，
從
預
估
的

大
正
二
年
︵
一
九
一
三
︶
二
月
，
不
斷
的

向
後
推
延
，
開
通
時
可
以
供
應
的
盞
數
及

拉
線
的
範
圍
也
起
起
伏
伏
。
最
後
，
終
於

在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正
式
試
行
點
燈
。
據
說

當
日
﹁
電
光
閃
閃
，
非
常
燦
爛
﹂
，
而

若
持
續
擴
張
，
嘉
義
市
街
將
是
﹁
光
彩
可

觀
﹂
，
為
嘉
義
點
燃
新
時
代
的
火
炬
。

繁
星
點
點

嘉
義
電
燈
會
社
點
燈
之
際
，
陳
澄

波
已
於
四
月
負
笈
他
鄉
，
北
上
臺
北
國

語
學
校
公
學
師
範
部
求
學
，
其
後
並
受

日
籍
畫
家
石
川
欽
一
郎
︵
一
八
七
一

∼

一
九
四
五
︶
指
導
，
初
步
認
識
西
洋
美

術
。
或
許
陳
澄
波
在
出
發
前
，
曾
見
電
燈

會
社
工
人
於
市
街
忙
碌
設
桿
拉
線
的
光

景
，
但
此
時
規
模
相
當
有
限
，
尚
不
足
於

成
為
陳
澄
波
對
故
鄉
的
記
憶
。
他
的
第
一

張
與
電
線
桿
有
關
的
畫
作
，
是
在
描
繪
臺

北
景
致
的
畫
作
中
，
一
九
一○
年
代
的

︿
街
景
﹀
即
是
一
例
。
︵
圖
九
︶
畢
竟
相

對
於
嘉
義
，
作
為
政
經
中
心
的
臺
北
，
在

殖
民
政
府
的
銳
意
建
設
下
，
夜
綻
光
明
的

景
況
在
主
要
市
街
及
學
校
等
官
方
機
構
內

已
不
難
見
到
，
連
帶
輸
電
的
電
線
桿
，
成

為
陳
澄
波
寫
生
補
抓
的
景
象
之
一
。

不
過
，
大
正
六
年
︵
一
九
一
七
︶
陳

澄
波
返
回
嘉
義
擔
任
第
一
公
學
校
訓
導
，

到
大
正
十
三
年
︵
一
九
二
四
︶
遠
赴
東
京

美
術
學
校
求
學
的
這
段
時
間
，
嘉
義
電
燈

照
射
的
範
圍
持
續
擴
張
。
在
政
府
鼓
勵
、

民
眾
體
認
到
電
燈
的
便
利
，
以
及
因
為
戰

爭
導
致
油
燈
原
料
的
石
油
價
格
上
升
等
多

重
因
素
交
織
下
，
擁
護
電
燈
的
使
用
者
扶

搖
直
上
，
除
了
市
街
夜
景
漸
呈
繁
星
點
點

之
勢
外
，
嘉
義
電
燈
會
社
的
供
電
範
圍
延

伸
到
嘉
義
以
外
的
地
區
，
北
至
雲
林
、
南

至
臺
南
，
皆
納
入
輸
電
範
圍
，
且
獲
利
頗

佳
。
而
由
於
使
用
便
利
，
用
戶
用
電
量
激

增
，
營
運
沒
幾
年
便
出
現
使
用
者
抗
議
費

用
過
高
，
顯
示
電
燈
受
到
的
歡
迎
程
度
，

並
且
已
經
在
生
活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在

官
方
介
入
協
調
下
，
電
燈
會
社
多
次
在
電

費
上
做
出
讓
步
，
雖
看
似
吃
虧
，
但
減
價

得
以
讓
更
多
家
庭
願
意
申
辦
，
使
用
者
節

圖十　陳澄波　〈溫陵媽祖廟〉　局部　1927　油彩畫布　縱91，橫116.5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可見到兩種不同樣式的電線桿

圖九　陳澄波　〈街景〉　約1910初　紙本水彩　縱18.7，橫26.6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2015年5月　102

參
考
資
料

1. 

︽
臺
灣
日
日
新
報
︾
，
臺
北
：
臺
灣
日
日
新
報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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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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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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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代
能
源
開
發
的
故

事
︾
，
新
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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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葵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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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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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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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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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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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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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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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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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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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三
八
一
期
，
二
〇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
頁
三
十
－
三
十
九
。

註
釋

1. 

廖
新
田
，
︿
陳
澄
波
藝
術
中
的
摩
登
迷
戀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三
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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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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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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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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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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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
淑
珠
著
，
李
淑
珠
、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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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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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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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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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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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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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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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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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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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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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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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學
研
究
︾
七
期
，
二
〇
一
〇
，
頁

九
七─

一
四
二
。

節
高
昇
，
也
擴
張
了
嘉
電
用
戶
的
範
圍
。

為
因
應
數
千
用
電
者
的
需
求
，
嘉
義
電
燈

會
社
添
購
新
機
器
，
並
且
再
降
低
價
格
，

讓
井
然
有
序
的
電
線
桿
深
入
嘉
義
更
多
角

落
。
此
外
，
電
燈
技
術
的
持
續
更
新
，
使

得
民
眾
購
買
燈
泡
的
難
度
下
降
，
也
促
使

更
多
人
有
意
願
引
進
這
項
人
工
照
明
進
入

家
庭
。而

看
準
供
電
的
商
機
，
嘉
義
縣
朴

子
市
境
內
，
也
出
現
商
人
投
資
創
設
朴
子

腳
電
燈
株
式
會
社
。
其
以
柴
油
引
擎
進
行

發
電
，
裝
置
容
量
為
四
十
瓩
，
就
近
供

應
鄰
近
村
落
。
該
社
後
雖
於
大
正
八
年

︵
一
九
一
九
︶
被
桃
園
的
臺
灣
合
同
電
燈

株
式
會
社
合
併
，
但
仍
持
續
供
電
。
故
不

僅
在
城
市
內
，
連
鄉
村
夜
間
也
可
享
受
人

工
照
明
之
惠
。

陳
澄
波
的
畫
作
中
，
繪
有
電
線
桿
的

畫
作
卻
非
都
會
搭
配
電
線
，
當
時
的
電
線

數
量
雖
不
如
現
今
的
雜
亂
，
不
過
對
於
畫

面
構
圖
仍
有
一
定
的
干
擾
，
這
或
許
是
陳

澄
波
選
擇
將
之
捨
棄
的
原
因
。
但
無
論
是

電
報
傳
遞
或
是
供
應
電
力
，
沒
有
這
些
金

屬
線
，
則
將
有
力
難
施
。
在
紀
實
與
創
作

中
，
留
下
了
一
些
藝
術
的
模
糊
。

見
證
﹁
摩
登
﹂

從
油
燈
走
向
電
燈
，
更
穩
定
且
照
度

更
大
的
光
源
，
走
入
嘉
義
人
的
生
活
中
，

隨
著
市
街
上
電
線
桿
一
根
根
的
架
起
，
為

嘉
義
立
下
一
道
道
新
的
文
化
地
景
。
這
雖

非
陳
澄
波
的
幼
時
印
象
，
但
接
受
過
城
市

光
照
洗
禮
的
陳
澄
波
，
在
返
回
家
鄉
任
教

的
這
幾
年
，
故
里
生
活
照
度
及
街
道
上
豎

立
起
一
根
又
一
根
電
線
桿
的
改
變
，
應
為

他
所
目
睹
，
並
且
深
烙
心
中
。
電
線
桿
排

列
呈
現
出
來
的
新
次
序
美
感
，
及
附
掛
其

上
代
表
現
代
科
技
的
燈
泡
，
透
過
其
畫

筆
，
隨
之
躍
然
於
畫
布
上
。
︵
圖
十
︶

一
九
二
六
年
入
選
日
本
第
七
屆
帝

展
的
作
品
︿
嘉
義
街
外
﹀
，
規
矩
方
正
的

學
院
作
風
，
街
道
邊
與
兩
側
兩
種
不
同
樣

式
的
電
線
桿
，
筆
直
地
伸
向
遠
方
的
地
平

線
，
留
下
嘉
義
街
景
的
一
項
紀
錄
。
陳
澄

波
以
他
特
有
的
配
色
及
筆
觸
，
將
自
己
的

故
鄉─

嘉
義
，
用
繪
畫
的
方
式
留
下
歷
史

見
證
，
也
讓
後
人
更
得
以
藉
由
他
強
烈
的

鄉
土
色
感
，
一
窺
近
百
年
前
嘉
義
電
力
史

的
發
展
與
變
貌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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