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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道明，

〈662009- 2〉（局部），
 2009，壓克力、畫布，
 195×1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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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派就像印刷工廠一樣，我討厭一張畫永遠停留在那個

時期。因為我們人的血液、細胞經常在新陳代謝，我們的

思想也經常在改變，所以我不停的在研究我創作的動向。

人家說我像個變形蟲，我說對，我就是個變形蟲。沒有變，

就永遠是落後的。

—陳道明

1983年，陳道明一家探視正在高雄當兵的長子陳連文（右2）。

思想也經常在改變，所以我不停的在研究我創作的動向。我不停 。

人家說我像個變形蟲，我說對，我就是個變形蟲。沒有變，

就永遠是落後的。

—陳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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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線性探索到塊面與色彩

針對1957年第1屆「東方畫展」，席德進曾對每位參展畫家予以

點評，而後發表於報刊上。對於陳道明當時展出的作品，他的評論

是：「其畫有如一篇敘述詩，寫得夠長；可是他內心要想說的話又是那

麼少。因此他畫的大部分是裝飾出來的，不過他技巧很好，加之有音韻

般的柔和色彩，他的畫依然給人一個美

的印象。」席德進的看法大致是正面

的，故說「給人一個美的印象」，但多

少有些保留，且似乎認為陳道明展出之

作有些文勝於質，故將之形容為「寫得

夠長；可是他內心要想說的話又是那麼

少」。然而不論席德進的批評是否合

理，他至少給予相當的肯定，且點出當

時陳道明所具有的特點，即帶有敘事

性，或至少易使人產生其中潛含故事的

聯想，故比擬為「敘述詩」。

換言之，陳道明早期的作品其

實還不算是純粹的抽象。如前文所

述，1956年入選「中華民國四十五年

全國書畫展」的畫作之標題〈神祕

吹笛者〉就有文學性的聯想。1957年

第1屆「東方畫展」展出他的八件作

品：〈幽靈〉、〈人生〉、〈歸〉、〈幻

影〉、〈尋〉、〈靜寂〉、〈愛之歡樂〉

與〈流浪者的哀鳴〉，同樣亦容易使人

浮想聯翩，甚至帶有超現實主義式的

想像空間與幻想表現，故席德進形容

前輩藝術家席德進曾於報

上發表〈評東方畫展〉

一文，認為陳道明的畫

作「有音韻般的柔和色

彩」。

評，而後發表於報刊上 對於陳道明當時展出的作品，他的評論

「其畫有如一篇敘述詩，寫得夠長；可是他內心要想說的話又是那

。因此他畫的大部分是裝飾出來的，不過他技巧很好，加之有音韻

柔和色彩，他的畫依然給人一個美

印象。」席德進的看法大致是正面

故說「給人一個美的印象」，但多

些保留，且似乎認為陳道明展出之

些文勝於質，故將之形容為「寫得

長；可是他內心要想說的話又是那麼

。然而不論席德進的批評是否合

他至少給予相當的肯定，且點出當

陳道明所具有的特點，即帶有敘事

或至少易使人產生其中潛含故事的

，故比擬為「敘述詩」。

換言之，陳道明早期的作品其

還不算是純粹的抽象。如前文所

1956年入選「中華民國四十五年

國書畫展」的畫作之標題〈神祕

笛者〉就有文學性的聯想。1957年

屆「東方畫展」展出他的八件作

前輩藝術家席德進曾於報

上發表〈評東方畫展〉

一文，認為陳道明的畫

作「有音韻般的柔和色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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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道明，

〈06的秋天〉，
 2006，
壓克力、畫布，

 97×130cm。

陳道明，

〈2006的秋天〉，
 2006，
壓克力、畫布，

 91×116cm。

陳道明，

〈06的秋天〉，
2006，
壓克力、畫布，

97×1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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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敘述詩」。由此即可看出此時陳道明的創作，並未毅然走向絕對的

抽象，可讓人自由發揮物像的聯想乃至敘事性的想像，甚至在標題文字

與畫面形體予以暗示。縱然當時其作品帶有敘事性，依然有其藝術性，

以及在當時的時空下的突破性。

此外，在形式風格上，此時期陳道明的作品亦大致較偏重於線條的

表現，其緣由或可歸因以下幾個因素：其一、如此畫中的造形仍可讓人

產生聯想，不致無所依託，而較容易讓人接受；其二、陳道明當時很欣

賞保羅．克利的作品，故可能參考乃至借鏡克利的線性表現與幻想風；

左圖：  

陳道明，〈10102003〉，
2003，壓克力、畫布，
162×97cm。

右圖：  

陳道明，〈20061123〉，
2006，壓克力、畫布，
130×80cm。

在當時的時空下的突破性。

此外，在形式風格上，此時期陳道明的作品亦大致較偏重於線條的

現，其緣由或可歸因以下幾個因素：其一、如此畫中的造形仍可讓人

生聯想，不致無所依託，而較容易讓人接受；其二、陳道明當時很欣

保羅．克利的作品，故可能參考乃至借鏡克利的線性表現與幻想風；

左圖： 

陳道明，〈10102003〉，
2003，壓克力、畫布，
162×97cm。

右圖：  

陳道明，〈20061123〉，
2006，壓克力、畫布，
130×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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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道明，

〈2006927〉，2006，
壓克力、畫布，  

 130×7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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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道明，

〈2007-1〉，
 2007，
壓克力、畫布，  

 130×79cm。

95無形之美

陳道明，

〈2072007〉，
 2007，
壓克力、畫布，  

 145×8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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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他嘗試引入中國金石文字的古拙趣味，讓畫面中類似書法的線性

表現連結至抽象畫風，更使其風格具有所謂東方性的表徵。最後這點或

為陳道明自己的創意，且可能是他始創，但在其他東方畫友的作品中，

如蕭明賢與李元佳等，亦有類似的表現。

相應以上三點，陳道明之後的作品則另創截然不同，而有所突破

的新風格：第一、他不再以標題暗示，甚或祛除想像空間，常以編號為

題，且更無物像或形體的聯想，使人專注於畫面本身的形與色；第二、

陳道明後來也不再特別專注於線性表現，而更致力於媒材的實驗表現；

第三、跟東方畫會同儕藝術家相似，陳道明早期確實力求所謂東方特質

的呈現，因而將類似書法的畫風引入抽象繪畫的創作，但他後來則予以

陳道明，〈2007-2〉，
2007，壓克力、畫布，
97×130cm。

蕭明賢與李元佳等，亦有類似的表現。

相應以上三點，陳道明之後的作品則另創截然不同，而有所突破

新風格：第一、他不再以標題暗示，甚或祛除想像空間，常以編號為

且更無物像或形體的聯想，使人專注於畫面本身的形與色；第二、

道明後來也不再特別專注於線性表現，而更致力於媒材的實驗表現；

三、跟東方畫會同儕藝術家相似，陳道明早期確實力求所謂東方特質

呈現，因而將類似書法的畫風引入抽象繪畫的創作，但他後來則予以

陳道明，〈2007-2〉，
2007，壓克力、畫布，
97×1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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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棄，更關注於色彩與肌理的表現，開創出個人的新風格，且不拘於一

格，屢有創新的畫風。

就此而言，陳道明雖出身於東方畫會，他卻不同於畫友，而更專注

於媒材的實驗與風格的突破，既維繫個人特質卻又屢屢尋思新的路途，

不畫地自限；另一方面，他雖吸收東方傳統文化，將之鎔鑄於自身的創

上圖：  

陳道明，〈10102007〉，
2007，壓克力、畫布，
97×194cm。

下圖：  

陳道明，〈3122007〉，
2007，壓克力、畫布，
97×19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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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現代的潮流之中，但他的終極藝術關懷仍是普世性的，不致局限於

守舊的文化傳統與固化的政治認同之中。所以陳道明是出生於中國，但

在臺灣養成，而終至成為世界性的現代藝術家。

陳道明，〈2008春〉，
2008，壓克力、畫布，
163.5×130cm。

99無形之美

陳道明，

〈2008秋-2〉，
 2008，
壓克力、畫布，  

 130×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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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道明的紙上小品欣賞   

本頁圖： 1990年代，陳道明創作於卡紙上的小品，尺寸皆為20×15cm。

陳道明的抽象繪畫雖以色彩、明暗、肌理與塊狀的表現為其風格特色，但這並不表示他不重視線條的表現。在現代藝

術家當中，陳道明很喜愛畢卡索與克利。這些紙上小品，正可看出他在線條表現力的探索。這類創作不僅融會吸收畢

卡索與克利的繪畫風格，且或有更自在和隨興的自身特質。

101101

左上、左下、右上圖：

2000年代，陳道明的紙上小品，30×21cm。

1997年，陳道明的紙上小品，25×25cm。

無形之美

左上、左下、右上圖：

2000年代，陳道明的紙上小品，30×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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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道明的紙上小品欣賞   

103103

左頁左上圖︰ 2001年，陳道明以母親簽名為底的小品。

左頁右上圖︰ 陳道明的手繪詩文小品，以文字變形：「長嘯一聲，山鳴谷應，舉頭回顧，海闊天空」。

左頁下二圖︰ 2016年，陳道明的紙上小品。

上二圖： 2014年，陳道明繪於牛皮紙上的小品。

上二圖： 陳道明的紙上小品。

無形之美

圖： 2014年，陳道明繪於牛皮紙上的小品。

圖：圖： 陳道明的紙上小品。陳道明的紙上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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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道明，〈2112008〉，2008，壓克力、畫布，130×97cm。

105無形之美

媒材的探索

其實從陳道明早期的創作開始，他就很重視使用的紙類、顏料以及

媒材的作用。學者賴瑛瑛在研究戰後臺灣美術當中的複合媒材藝術時，

曾對陳道明進行過訪談，訪問尤其著重於他的媒材的運用。在經過整理

與打字的紀錄稿上，陳道明還做了一些文字的更正與不少的修改。這份

訪談紀錄對於了解陳道明的藝術觀與媒材方面的思考，相當具有參考價

值。

在訪談當中，陳道明提及因歐陽文苑的介紹而認識李仲生，之後受

其教導，並肯定李仲生對他的影響。不過，他也特別指出，李仲生是以

自由開放的方式開導學生，讓他得以開闢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因此陳

左圖：  

陳道明，〈1152009〉，
2009，壓克力、畫布，
145×89.5cm。

右圖：  

陳道明，〈2009秋〉，
2009，壓克力、畫布，
146×111cm。

媒材的作用。學者賴瑛瑛在研究戰後臺灣美術當中的複合媒材藝術

曾對陳道明進行過訪談，訪問尤其著重於他的媒材的運用。在經過

與打字的紀錄稿上，陳道明還做了一些文字的更正與不少的修改。

訪談紀錄對於了解陳道明的藝術觀與媒材方面的思考，相當具有參

值。

在訪談當中，陳道明提及因歐陽文苑的介紹而認識李仲生，之

其教導，並肯定李仲生對他的影響。不過，他也特別指出，李仲生

自由開放的方式開導學生，讓他得以開闢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因

左圖：  

陳道明，〈1152009〉，
2009，壓克力、畫布，
145×89.5cm。

右圖：  

陳道明，〈2009秋〉，
2009，壓克力、畫布，
146×11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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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頁下圖：   

陳道明，〈1980s - 3〉，1980年代，壓克力、草紙，47x61cm。

陳道明，〈2007的118〉，2007，壓克力、畫布，145×115cm。

107無形之美

道明雖是因李仲生之啟發而走向抽象風格的路線，且

早於其他畫友與五月畫會，但他不是模仿李仲生，亦

非受其指導而開始創作抽象畫。

當東方畫會正在籌組，而首屆「東方畫展」尚

未開辦之前，陳道明就常到景美參加朋友們的聚會。

參加者除了東方的創始成員，五月畫會的劉國松是霍

剛的朋友，所以也參與過。正是在此時，陳道明開始

嘗試媒材的實驗，他曾用宣紙或不織布正面畫反面

貼，亦即呈現的是背面的渲染效果，且還曾經選用特

殊的棉紙或草紙，在畫過之後將紙漿中的長絲（長條

2016年，陳道明（左）與劉國松合影於「新春文
萃」活動會場。

當東方畫會正在籌組，而首屆 東方畫展

未開辦之前，陳道明就常到景美參加朋友們的聚

參加者除了東方的創始成員，五月畫會的劉國松

剛的朋友，所以也參與過。正是在此時，陳道明

嘗試媒材的實驗，他曾用宣紙或不織布正面畫

貼，亦即呈現的是背面的渲染效果，且還曾經選

殊的棉紙或草紙，在畫過之後將紙漿中的長絲（

2016年，陳道明（左）與劉國松合影於「新春文
萃」活動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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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抽出，使顏色抽離而呈現出不同的效果，如1997年的作品〈餘與

愚〉（P.117上圖）。此種手法或許也給聚會參與者一些啟發。

陳道明受訪時提到，他將書法理解為一種抽象藝術，並引入他早

期的創作，故他初期的抽象畫大致以線條的探索為主，且引入類似書法

金石的東方風。不過按照陳道明於訪談中所言，此時他也開始積極嘗試

媒材之實驗，以求畫面質感肌理的新奇效果。陳道明回憶說，在1965年

左右，他開始研究將桐油與礦物顏料調和作畫，但因桐油不容易乾，於

陳道明，〈082010〉，
2010，壓克力、畫布，
116×91cm。

右頁圖：   

陳道明，〈2010春〉，
2010，壓克力、畫布，
146×90cm。

的創作，故他初期的抽象畫大致以線條的探索為主，且引入類似書法

石的東方風。不過按照陳道明於訪談中所言，此時他也開始積極嘗試

材之實驗，以求畫面質感肌理的新奇效果。陳道明回憶說，在1965年

右，他開始研究將桐油與礦物顏料調和作畫，但因桐油不容易乾，於

陳道明，〈082010〉，
2010，壓克力、畫布，
116×91cm。

109無形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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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加入快乾劑，因此色彩在揮發的過程中會有變化，因而也會造成皺

紋與斑剝的效果，而「產生一種繪畫語言」。換言之，陳道明的媒材試

驗，並不是為實驗而實驗，亦非僅為製造奇特效果而已，而是想要「產

生一種繪畫語言」。

這種新的「繪畫語言」至少有以下幾種意義：第一、讓畫面的質

感肌理更加豐富，不再只是平整單一，而有或斑駁或流動的效果；第

二、這也使其不再拘泥於線性的表現，而使作品具有更複雜多層次的效

果；第三、此種媒材的實驗亦引入隨機性於其畫作之中，讓作品雖由藝

術家構思且主導創作，但最終的成果卻可能因預期之外，而產生嶄新

的繪畫語言；第四、這也顯示其作品的時間性與未完成性，因為既然

畫作是隨機的，故也可能走向全然不同的表現與結果，而我們所看到

的只是某一時間節點下的暫定狀態而已。正如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

陳道明，〈12122010〉，
2010，壓克力、畫布，
97×146cm。

種繪畫語言」。

這種新的「繪畫語言」至少有以下幾種意義：第一、讓畫面的質

理更加豐富，不再只是平整單一，而有或斑駁或流動的效果；第

這也使其不再拘泥於線性的表現，而使作品具有更複雜多層次的效

第三、此種媒材的實驗亦引入隨機性於其畫作之中，讓作品雖由藝

構思且主導創作，但最終的成果卻可能因預期之外，而產生嶄新

繪畫語言；第四、這也顯示其作品的時間性與未完成性，因為既然

是隨機的，故也可能走向全然不同的表現與結果，而我們所看到

是某一時間節點下的暫定狀態而已。正如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

陳道明，〈12122010〉，
2010，壓克力、畫布，
97×14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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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Heraclitus，約公元前540-480）所云，「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

流」，意謂世事無常恆者，藝術創作亦無常態。故其作品並無最終定

形，繪畫語言也沒有一套固定的法則，而此種常與變的辯證狀態，或可

視為陳道明對人世百態與藝術創造的深刻理解。

陳道明，〈222011〉，
2011，壓克力、畫布，
155×15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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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道明，〈31122009〉，2009，壓克力、畫布，145×9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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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道明，〈24102010〉，2010，壓克力、畫布，130×8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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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無形與變形蟲

陳道明的「三星服裝店」從1964年開業至1976年結束營業為止，

共經營了十二年。這固然一方面因為國際情勢的影響，如1971年聯合

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的權利，以

致美國逐漸縮減駐臺人員，使其客源日益減少；但另一方面，也很可

左圖：   

1 9 8 0年，「三星服裝
店」結束後，店面出租

成為啤酒餐廳，陳道明

舉杯攝於門口。

右圖：   

1980年代，夫人柯阿梅
攝於天母新家。

1996年，《藝術家》雜
誌主辦「東方畫會」畫

家座談一景。與會者包

括：朱為白（左1），
左三起：陳道明、李錫

奇、蕭勤、夏陽、吳昊

等。圖片來源：藝術家

出版社提供。

經營了十二年。這固然一方面因為國際情勢的影響，如1971年聯合

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的權利，以

美國逐漸縮減駐臺人員，使其客源日益減少；但另一方面，也很可

左圖：  

1 9 8 0年，「三星服裝
店」結束後，店面出租

成為啤酒餐廳，陳道明

舉杯攝於門口。

右圖：  

1980年代，夫人柯阿梅
攝於天母新家。

1996年，《藝術家》雜
誌主辦「東方畫會」畫

家座談一景。與會者包

括：朱為白（左1），
左三起：陳道明、李錫

奇、蕭勤、夏陽、吳昊

等。圖片來源：藝術家

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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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為陳道明一直無法忘懷於藝術創作，而終於就此決心

致力投注於他始終關注的美術事業。

如前所述，陳道明一直有參與東方畫展，且把握機會

參加國際展覽會，如數屆「巴西聖保羅雙年展」與1959年

的「巴黎國際青年雙年展」，更曾在1960年的「香港國際

繪畫沙龍」獲得了獎項，因此他還是持續與美術界維持往

來，至少跟藝術界的朋友們未曾斷絕聯繫。縱然在他經營

服裝事業期間，陳道明不僅繼續創作，而且還嘗試媒材的實驗，如前

述他使用桐油調和顏料，以尋求自我突破與創新。

只是，即使陳道明「厚積」許多創意的成果，但在聯展或大型展

覽會中，他也只能「薄發」，展出少量的作品。直到1979 年3月，在朋

友楊興生的提議與協助下，於臺北羅福畫廊舉行「陳道明．楊興生聯

展」，為該畫廊開幕首檔展覽，算是陳道明作品較為完整的展示，且

於畫展名稱中展現其名。稍後1980年，陳道明天母新家落成，讓他人

生有了轉折，而更能專注於藝術創作。隔年1981年，參加臺北臺灣省

立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舉行的「東方畫會與五月畫會二十五

週年聯展」，1996年他的作品〈兒童與馬〉被臺北市立美術館收購典

左圖：  

1981年，陳道明（右2）、
鐘俊雄（右3）等人參加東
方畫會二十五週年座談會。

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

供。

右圖： 

1 9 8 1年，「東方畫會」
、「五月畫會」成立二十五

週年，《藝術家》雜誌第73
期以專文報導，並刊載專題

座談會參與成員及其簽名。

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

供。

1981年，「東方畫會與五月
畫會二十五週年聯展」的畫

冊封面。圖片來源：藝術家

資料室攝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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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年，「東方畫會與五月
會二十五週年聯展」的畫

封面。圖片來源：藝術家

料室攝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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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並在1998年展出於「臺北市立美

術館典藏常設展：萌芽、生發、激

撞」之中。1999年又以作品〈餘與愚〉

參加國立臺灣美術館「向李仲生致

敬（一）系譜—李仲生師生展」，而

後作品〈26102010-1〉（P.6-7）亦於2012年

被國立臺灣美術館收購典藏。

說來亦讓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像

陳道明這般極具創意的藝術家，且還

曾參與過東方畫會之籌設，為其創始

成員，卻沒有受到臺灣美術界足夠的

重視，而直至2012年才在臺北誠品畫廊

舉行「陳道明個展」，是他八十二歲

高齡的首度個展。這固然或因陳道明

的知名度在東方畫會成員當中相對不

高，猶如星座之中較黯淡的星體，但

其實他有很強的光與熱，只是因距離

的關係而被我們漠視。而且，陳道明

的星光亦非恆常不變，其色溫與光澤

亦常有變化而難以把握，故超越於我

們恆常的認知之外，而幾乎成為一顆

孤星或彗星。

上圖：   

1999年，「李仲生師生展」於國美館舉行，左一致詞者為
館長倪再沁，坐者左二起：陳道明、蕭勤。

中圖：  

1999年，「李仲生師生展」會後，畫友們小聚於北投夏陽
家，右起：蕭勤、吳昊、霍剛、陳道明、夏陽、蕭明賢。

下圖：   

2012年，陳道明（左）與楊識宏合影於作品前。

加國立臺灣美術館 向李仲生致

一）系譜—李仲生師生展」，而

品〈26102010-1〉（P.6-7）亦於2012年

立臺灣美術館收購典藏。

說來亦讓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像

道明這般極具創意的藝術家，且還

參與過東方畫會之籌設，為其創始

，卻沒有受到臺灣美術界足夠的

，而直至2012年才在臺北誠品畫廊

行「陳道明個展」，是他八十二歲

齡的首度個展。這固然或因陳道明

知名度在東方畫會成員當中相對不

猶如星座之中較黯淡的星體，但

實他有很強的光與熱，只是因距離

關係而被我們漠視。而且，陳道明

星光亦非恆常不變，其色溫與光澤

常有變化而難以把握，故超越於我

恆常的認知之外，而幾乎成為一顆

或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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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道明，〈21122009〉，2009，壓克力、畫布，130×195cm。

陳道明，〈餘與愚〉，1997，壓克力、草紙，60×94cm。陳道明，〈餘與愚〉，1997，壓克力、草紙，60×94cm。



118

陳道明在媒材的實驗方

面，他幾乎是永無止境，不

斷嘗試各種可能性。除了棉

紙、銅版紙與不織布之外，

顏料與調和劑方面亦有新的

試驗。再者，桐油之外，

1975年開始，陳道明因為小

妹陳光玉自美國帶回壓克力

顏料試用，而自此開啟他以

壓克力顏料為主媒材的實驗

之路，這對他也是很重要的

轉變。

換言之，陳道明本就是

一位求新求變的藝術家，故

捨棄他原本已既有的水墨技

法，且又不願賡續西方藝術

的學院風格，而嘗試創造不

同以往的嶄新創作。就像他

所說：「學院派就像印刷工

廠一樣，我討厭一張畫永遠停

留在那個時期。因為我們人的

血液、細胞經常在新陳代謝，

我們的思想也經常在改變，所

以我不停的在研究我創作的動

向。人家說我像個變形蟲，我

說對，我就是個變形蟲。沒有變，就永遠是落後的。」

因此，陳道明始終不拘於一格，即使他被稱為「變形

蟲」，也仍要堅持不懈，找出創新的可能性。

上圖： 

2013年，陳道明和小妹陳光玉合影於淡水畫室。

下圖：  

2015年，陳道明（右）與霍剛合影於個展「日
出東方，抽象繪畫的潛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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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開始，陳道明因為小

陳光玉自美國帶回壓克力

料試用，而自此開啟他以

克力顏料為主媒材的實驗

路，這對他也是很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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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學院派就像印刷工

樣，我討厭一張畫永遠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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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也經常在改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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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大象無形」是一個常見成語，語出老子《道德經》第

四十一章，意思是有意化無意，不要顯出刻意，不要過分的主張，要

兼容百態。而在陳道明的作品中，其意義不僅是他的畫作是抽象的無

形，他的畫風與形式亦不斷變化，不會只局限於一象或一形，如變形

蟲之變異。陳道明畫藝的「大象」與「無形」，或「常」與「變」之

間的創意和價值，確實值得吾人思索。

陳道明，〈26102010-2〉，
2010，壓克力、畫布，
146×114cm。

形，他的畫風與形式亦不斷變化，不會只局限於一象或一形，如

蟲之變異。陳道明畫藝的「大象」與「無形」，或「常」與「變

間的創意和價值，確實值得吾人思索。

陳道明，〈26102010-2〉，
2010，壓克力、畫布，
46×11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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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頁上圖：     陳道明，〈112011〉，2011，壓克力、畫布，112×145cm。

右頁下圖：     陳道明，〈1152011-2〉，2011，壓克力、畫布，97×162cm。

陳道明，〈1152011-1〉，2011，壓克力、畫布，162×1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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