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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澄波，〈清流〉，1929(日後

以〈西湖斷橋ノ殘雪〉展出)

• 1927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畢業，
繼續攻讀該校研究科2年，受到當時
日本畫壇新興的「中國趣味」影響，
抑或是為了能持續在展覽會競賽中
推陳出新，陳澄波多次赴中國旅行
寫生，尋求畫題與畫風的突破。
1929年，完成學業後赴中國。



於中國近五年（1929-1933），先後任教
於上海新華藝術專科西洋畫科、藝苑繪畫
研究所及昌明藝術專科學校，作品「早春」
第三度入選帝展，積極參加美展之外，與
決瀾社及其他上海現代藝術社團藝術家社
員互動。1931年，作品「清流」代表中華
民國參加芝加哥世界博覽會，受國民政府
委派為日本工藝考察團委員。



陳澄波的認同與政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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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澄波於二二八的受難



陳澄波何以受難？

戰後到亡故14個月的陳澄波

當選嘉義市市參議員
1946年3月24日間接選舉當選為嘉義市市參議員，因
能說國語、夙有人望當選。市參議員係無給職，陳
澄波不僅醉心於藝術，更想為民眾盡力。

加入三青團、中國國民黨
在上海活動並沒有放棄日本籍，七七事變尚未發生已回臺，
1929 年曾擔任「上海市學生聯盟抗日會宣傳部主任」，其
以美術為中心的教育現場，可推測對中國社會的了解有限。

嘉義三二事件的「淒慘議員」
3月11日與陳復志、王鍾麟、潘木枝、邱鴛鴦、柯麟、劉傳來、
林文樹赴水上機場談判。18、23、25日官方在同一地點槍決
16人。陳澄波、柯麟、潘木枝及盧鈵欽四位市參議員被殺。

嘉義
二二八事
件重災區

1947年3月25日被殺





被處死的原因

官方罪名：參與此次暴動之主謀者

三次談判：一次在憲兵隊、一次在市參議會、
一次在水上機場（勸和的一方）。

遺書：為十二萬市民死而無愧、對尚未長
成子女教育問題、未來生活問題—澄波淚

奇恥大辱
勢必報復
的首惡

官方被
逼至水
上機場

歲壯年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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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澄波的昭雪與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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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陳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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