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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森生平年表

1913 ． 一歲。1月7日出生於臺南市永樂街。父親陳瑞寶是臺南聲名頗高的神像雕刻師，作品曾經在日本拓殖廳於

臺北博物館舉辦的博覽會中獲得最佳獎，並被臺北博物館收藏而名噪一時。

． 母親於生下弟弟陳永堯（1913-1992）後病逝。陳永堯後來更名為陳永新，曾獲1943年第6回「府展」東洋

畫特選；戰後亦獲得第3屆「省展」國畫部教育會獎。

1921 ． 八歲。父親病逝，寄養於親戚家，因而養成獨立與剛強的性格。

． 就讀臺南第二公學校（今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1927 ． 十四歲。就讀臺南私立長老教中學（長榮中學前身），適逢廖繼春自日返臺任教於該校，成為其繪畫啟蒙

老師。膠彩畫則是向黃靜山請益。

1930 ． 十七歲。完成〈四十雀石榴圖〉。

1932 ． 十九歲。中學畢業後在臺南開照像館維生。

． 以膠彩作品〈清妍〉入選第6回「臺展」東洋畫部。

1933 ． 二十歲。赴日就讀東京「日本美術學校」日本畫科。期間又入兒玉希望畫塾，拜其為師。

1935 ． 二十二歲。搬進吳三連日本東京大森之寓所，擁有獨立畫室，在此居住十餘年。滯日時期，受蔡培火、吳

三連、吳李菱（吳三連夫人，稱陳永森為二舅）等人鼓勵及資助。

． 10月，受李石樵邀請加入「鄉土懇親會」，並結識其他留日藝術家，如陳進等人。

． 作品〈清澄〉入選第9回「臺展」東洋畫部。

1938 ． 二十五歲。畢業於「日本美術學校」日本畫科。

． 考入「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師事「帝展」系脈知名洋畫家辻永。

． 10月，膠彩作品〈冬日〉入選日本第2回「新文展」。

1939 ． 二十六歲。推薦林之助進入兒玉希望畫塾。

1940 ． 二十七歲。作品〈霞網〉入選大阪每日新聞社及東京日日新聞社主辦的「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日本畫大展

覽會」。

． 膠彩作品〈山之鳥屋〉獲第3回「府展」東洋畫部特選及二千六百年賞。

1941 ． 二十八歲。作品膠彩畫〈鹿苑〉入選日本第4回「新文展」，〈朝之光〉入選第4回「府展」東洋畫部。

． 加入臺灣「臺陽展」東洋畫部會會員。

1942 ． 二十九歲。作品〈村童與山羊〉獲第5回「府展」東洋畫部特選。

． 通過文部省頒發「師範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教員檢定合格免許狀」。

1944 ． 三十一歲。膠彩畫〈到處梅薰〉入選第31回「再興日本美術院展」。

1945 ． 三十二歲。舉辦個展於駐日代表團辦事處。

． 11月，與原籍高雄旗山、畢業於東京「東洋女士牙科」的吳楓錦女士結婚，並定居東京南馬込，創立「吳

橋盧」畫室。

1946 ． 三十三歲。創作〈香膩美人心〉、〈宇宙空人〉。

1947 ． 三十四歲。創作〈農家樂〉。

． 膠彩作品〈秋興〉入選第3回「日展」。

1948 ． 三十五歲。以工藝作品〈梅花猿文水盂〉入選日本第4回「日展」工藝部。

． 5月，膠彩作品〈蕃婦〉獲第8回「日本畫院展」一席佳作獎。

． 與臺灣愛好藝術青年組成「中華民國青年藝術家研究會」於自宅，被推舉為會長。

1949 ． 三十六歲。就讀東京藝術大學附屬工藝技術講習所工藝科。

． 膠彩作品〈廟前點心〉入選日本第5回「日展」。

1950 ． 三十七歲。膠彩作品〈賈市〉入選日本第6回「日展」。

． 油畫作品〈築地風景〉入選日本第39回「光風會展」。

1951 ． 三十八歲。膠彩畫〈家路〉及油畫〈東京郊外〉入選日本第7回「日展」。

1952 ． 三十九歲。作品〈廢工廠〉入選日本第8回「日展」。

． 因膠彩畫、油畫、雕刻、工藝、書法五項同時入選第8回「日展」，被日本媒體譽為「萬能藝術家」、「藝術

綠野中的五色花」。

． 「東京藝術大學附屬工藝技術講習所」工藝科畢業。

． 創作油畫〈廢工廠與教堂〉。

就讀臺南第二公學校（今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1927 ． 十四歲。就讀臺南私立長老教中學（長榮中學前身），適逢廖繼春自日返臺任教於該校，成為其繪畫

老師。膠彩畫則是向黃靜山請益。

1930 ． 十七歲。完成〈四十雀石榴圖〉。

1932 ． 十九歲。中學畢業後在臺南開照像館維生。

． 以膠彩作品〈清妍〉入選第6回「臺展」東洋畫部。

1933 ． 二十歲。赴日就讀東京「日本美術學校」日本畫科。期間又入兒玉希望畫塾，拜其為師。

1935 ． 二十二歲。搬進吳三連日本東京大森之寓所，擁有獨立畫室，在此居住十餘年。滯日時期，受蔡培火

三連、吳李菱（吳三連夫人，稱陳永森為二舅）等人鼓勵及資助。

． 10月，受李石樵邀請加入「鄉土懇親會」，並結識其他留日藝術家，如陳進等人。

． 作品〈清澄〉入選第9回「臺展」東洋畫部。

1938 ． 二十五歲。畢業於「日本美術學校」日本畫科。

． 考入「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師事「帝展」系脈知名洋畫家辻永。

． 10月，膠彩作品〈冬日〉入選日本第2回「新文展」。

1939 ． 二十六歲。推薦林之助進入兒玉希望畫塾。

1940 ． 二十七歲。作品〈霞網〉入選大阪每日新聞社及東京日日新聞社主辦的「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日本畫

覽會」。

． 膠彩作品〈山之鳥屋〉獲第3回「府展」東洋畫部特選及二千六百年賞。

1941 ． 二十八歲。作品膠彩畫〈鹿苑〉入選日本第4回「新文展」，〈朝之光〉入選第4回「府展」東洋畫部

． 加入臺灣「臺陽展」東洋畫部會會員。

1942 ． 二十九歲。作品〈村童與山羊〉獲第5回「府展」東洋畫部特選。

． 通過文部省頒發「師範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教員檢定合格免許狀」。

1944 ． 三十一歲。膠彩畫〈到處梅薰〉入選第31回「再興日本美術院展」。

1945 ． 三十二歲。舉辦個展於駐日代表團辦事處。

． 11月，與原籍高雄旗山、畢業於東京「東洋女士牙科」的吳楓錦女士結婚，並定居東京南馬込，創立

橋盧」畫室。

1946 ． 三十三歲。創作〈香膩美人心〉、〈宇宙空人〉。

1947 ． 三十四歲。創作〈農家樂〉。

． 膠彩作品〈秋興〉入選第3回「日展」。

1948 ． 三十五歲。以工藝作品〈梅花猿文水盂〉入選日本第4回「日展」工藝部。

． 5月，膠彩作品〈蕃婦〉獲第8回「日本畫院展」一席佳作獎。

． 與臺灣愛好藝術青年組成「中華民國青年藝術家研究會」於自宅，被推舉為會長。

1949 ． 三十六歲。就讀東京藝術大學附屬工藝技術講習所工藝科。

1953 ． 四十歲。11月，膠彩作品〈山莊〉獲第9回「日展」第1科白壽賞最高榮譽，榮獲裕仁天皇親自接見。

1954 ． 四十一歲。1月4日，在駐日大使館及招商局贊助下首度返臺，先舉辦個展於臺中市市黨部。1月24日-31

日，舉行第1屆「歸國報告個人展覽會」於臺北市中山堂，之後再巡迴至臺南、嘉義及高雄等地展出，展期

前後約半年。

． 6月12日，發表〈我的藝術觀〉於第222期《中國一周》，鼓勵鞭策臺灣藝術家。

． 膠彩畫〈芭蕉〉、油畫〈安平街裡〉入選第10回「日展」。

． 擔任「中國青年美術協會」會長、「日華美術研究會」顧問。

1955 ． 四十二歲。10月，膠彩作品〈鶴苑〉獲第11回「日展」特選及白壽賞，榮升為「無鑑查」資格，並由裕仁

天皇二度親自接見。

1956 ． 四十三歲。作品〈綠蔭（綠色裸婦）〉參與第12回「日展」，兒玉希望要求陳永森修改綠色裸婦之顏色，

陳永森不同意，作品遭撤下。

1957 ． 四十四歲。作品〈華園〉入選第13回「日展」，改籍日本，但未改姓名，仍沿用原名「陳永森」。

1958 ． 四十五歲。作品〈木菟之夢〉入選改為民營的第1回「社團法人日展」。

1959 ． 四十六歲。〈映紅〉入選第2回「社團法人日展」。

1960 ． 四十七歲。作品〈壁〉入選第3回「社團法人日展」。

1961 ． 四十八歲。〈漾〉入選第4回「社團法人日展」。

1962 ． 四十九歲。作品〈池〉入選第5回「社團法人日展」。

1963 ． 五十歲。完成「光之美」系列三部曲：〈洸〉、〈新樹〉、〈晨〉。

    其中，作品〈洸〉入選第6回「社團法人日展」。

1964 ． 五十一歲。作品〈沼〉入選第7回「社團法人日展」。

1965 ． 五十二歲。作品〈幻象〉入選第8回「社團法人日展」。

． 於中橫展開為期一週的寫生之旅，並將一系列寫生草圖與寫生心得，發表於報紙專欄。

1967 ． 五十四歲。〈花苑〉入選第10回「社團法人日展」。

． 4月，發表〈國畫的演進縱橫談〉於《中華日報》，並舉辦個展於臺灣省立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

． 5月5日起，於高雄市議會中山堂舉行個展。

． 5月，〈中國畫之美感意識〉（上、下）完稿。

． 6月，應自立晚報社之邀，在野柳、金山進行蠟筆畫旅行寫生指導。

． 師大畢業、「今日畫會」成員周月秀，於《自立晚報》發表〈師陳永森先生有感〉。

． 擔任東京「中國文化藝術會」、「國際書道心畫會」會長。

1968 ． 五十五歲。作品〈青鳥〉入選第11回「社團法人日展」。

1969 ． 五十六歲。「社團法人日展」再度改制為「改組日展」，陳永森以作品〈輪迴〉入選第1回「改組日展」。

1970 ． 五十七歲。完成二度踏訪臺灣全島的寫生地點及涉過路徑圖（現由吳三連獎基金會保存）。

．〈彩洸〉入選第2回「改組日展」。

1971 ． 五十八歲。膠彩作品〈幻曲〉入選第3回「改組日展」，此為最後一次參加日展。

． 11月，於臺北省立博物館舉辦個展；12月，於高雄市議會舉辦個展，皆以臺灣山川風景為主題。

． 踏訪臺灣名勝三十五景，作全島巡迴寫生之旅。其照片集《夢は語る：蓬萊の旅》即是此次巡迴寫生所

拍。

1972 ． 五十九歲。12月，於大阪心齋橋美術畫廊舉辦個展，並開始轉向日本各地舉行個展。

1973 ． 六十歲。 5月，於札幌市住友生命大樓1階畫廊舉辦個展；10月，於仙臺市丸光5階畫廊舉辦個展。

1974 ． 六十一歲。5月，於上野松阪屋新館7階美術畫廊舉辦個展。

1975 ． 六十二歲。11月，於東京中央區銀座同和畫廊舉辦個展。

1977 ． 六十四歲。6月，於東京新宿伊勢丹本館7階美術畫廊舉辦「陳永森—詩情墨中國風景畫展」。

1978 ． 六十五歲。5月，於橫濱高島屋7階美術畫廊舉辦個展。

1980 ． 六十七歲。11月，舉辦「陳永森—詩情墨中國風景畫展」於橫濱高島屋6階美術畫廊。

1981 ． 六十八歲。6月，舉辦「詩情墨中國風景畫展—陳永森」個展於東京中央區八重洲畫廊。

． 10月22日，由國策顧問蔡培火、臺北市長吳三連及吳基福醫師三人策劃，在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

舉行「旅日畫家陳永森作品展」，並出版陳永森編輯的《物我兩忘》畫冊，收錄一篇畫展自述。

． 10月，黃鷗波、許深州、劉耕谷、賴添雲、陳璽仁五人赴日參觀日展，並前往南馬込拜訪陳永森。

． 11月，陳永森捐贈〈青擎靈峰〉給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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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 四十二歲。10月，膠彩作品〈鶴苑〉獲第11回「日展」特選及白壽賞，榮升為「無鑑查」資格，並由裕仁

天皇二度親自接見。

56 ． 四十三歲。作品〈綠蔭（綠色裸婦）〉參與第12回「日展」，兒玉希望要求陳永森修改綠色裸婦之顏色

陳永森不同意，作品遭撤下。

57 ． 四十四歲。作品〈華園〉入選第13回「日展」，改籍日本，但未改姓名，仍沿用原名「陳永森」。

58 ． 四十五歲。作品〈木菟之夢〉入選改為民營的第1回「社團法人日展」。

59 ． 四十六歲。〈映紅〉入選第2回「社團法人日展」。

60 ． 四十七歲。作品〈壁〉入選第3回「社團法人日展」。

61 ． 四十八歲。〈漾〉入選第4回「社團法人日展」。

62 ． 四十九歲。作品〈池〉入選第5回「社團法人日展」。

63 ． 五十歲。完成「光之美」系列三部曲：〈洸〉、〈新樹〉、〈晨〉。

    其中，作品〈洸〉入選第6回「社團法人日展」。

64 ． 五十一歲。作品〈沼〉入選第7回「社團法人日展」。

65 ． 五十二歲。作品〈幻象〉入選第8回「社團法人日展」。

． 於中橫展開為期一週的寫生之旅，並將一系列寫生草圖與寫生心得，發表於報紙專欄。

67 ． 五十四歲。〈花苑〉入選第10回「社團法人日展」。

． 4月，發表〈國畫的演進縱橫談〉於《中華日報》，並舉辦個展於臺灣省立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

． 5月5日起，於高雄市議會中山堂舉行個展。

． 5月，〈中國畫之美感意識〉（上、下）完稿。

． 6月，應自立晚報社之邀，在野柳、金山進行蠟筆畫旅行寫生指導。

． 師大畢業、「今日畫會」成員周月秀，於《自立晚報》發表〈師陳永森先生有感〉。

． 擔任東京「中國文化藝術會」、「國際書道心畫會」會長。

68 ． 五十五歲。作品〈青鳥〉入選第11回「社團法人日展」。

69 ． 五十六歲。「社團法人日展」再度改制為「改組日展」，陳永森以作品〈輪迴〉入選第1回「改組日展」。

70 ． 五十七歲。完成二度踏訪臺灣全島的寫生地點及涉過路徑圖（現由吳三連獎基金會保存）。

．〈彩洸〉入選第2回「改組日展」。

71 ． 五十八歲。膠彩作品〈幻曲〉入選第3回「改組日展」，此為最後一次參加日展。

． 11月，於臺北省立博物館舉辦個展；12月，於高雄市議會舉辦個展，皆以臺灣山川風景為主題。

． 踏訪臺灣名勝三十五景，作全島巡迴寫生之旅。其照片集《夢は語る：蓬萊の旅》即是此次巡迴寫生所

拍。

72 ． 五十九歲。12月，於大阪心齋橋美術畫廊舉辦個展，並開始轉向日本各地舉行個展。

73 ． 六十歲。 5月，於札幌市住友生命大樓1階畫廊舉辦個展；10月，於仙臺市丸光5階畫廊舉辦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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