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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牛 相 伴 》
謝 里 法

終於與牛相伴走進八十歲的門檻，

受到牛的庇護，畫來更隨心所欲。

牛的龐大體軀引著我踩過一年又一年的年關，

我只看到牛的身形，不知前方還有什麼，

就這樣過了八十，人人認為是老年的歲月，

而我有牛相伴，把牛越畫越大，

畫出牛的腳印，也畫出生命的神彩。

常不知自己要寫什麼，拿起筆就寫了，

才知道寫出來的是與牛相關的情事；

畫也一樣，不知自己該如何畫，但已經拿筆畫了，

於是筆在畫布上自己找到了要畫的，

終於看到畫出來的是頭「牛」，

每當牛從畫面走出來與我照面，

有的還只是生面孔，有的似曾相識，

這一年裡我畫室已擠滿牛群，

是歷年少見的豐收。

《里法的島國誌》油彩．畫布 130×13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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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途》

為了牛力而養牛當人力的延長

牛沒有了力氣之後

還有皮衣、皮鞋、皮帶、皮手套、皮箱⋯⋯

都從牛身上得來

台灣牛帶來「台灣人」的時代

踩著牛步在土地上

踩過的地從此取名叫「台灣」

我終於手摸在牛背上

順著身形滑落直到牛尾巴

然後找到牛的肚臍，摸到牛的汗水在流

不知是母牛還是公牛

可惜看到牛就騎上牛的時代已過

只想偷偷拔一根牛毛可是

雕刻家的牛沒有毛，我畫的牛也沒有毛

摸過牛的人才知道牛有毛有皮有肉有骨頭

肚子的皮繃得好緊可以敲鼓

那年到了美國我才畫牛

太多的事是出了國門才開始

說人之初在國外

手中一根牛毛做成的畫筆

與其說畫牛，不如從此畫出了牛脾氣

謝里法（1938年 3月 27日 -），是一位出身臺灣

臺北市大稻埕的藝術家。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

系。1964年，謝氏開始旅居法國巴黎學習雕塑，並

於 1968年在美國紐約市學習藝術理論與藝術史。

他曾是五月畫會的一員，並跨領域到了文學，同時

也催生了臺灣文學研究會、臺灣文化交流中心等團

體。1993年，他曾與廖修平、陳錦芳一同創辦巴黎

文教基金會，設置「巴黎獎」獎勵優秀青年藝術家

赴國外進修。

謝里法的版畫作品曾受到紐約現代美術館收藏。

1996年開始，定居於臺灣臺中市北屯區。他曾在臺

灣彰化縣推動環保藝術。有一件裝置藝術作品「漂

流光座標」座落於彰化縣福興鄉福寶生態園區，使

用 374根漂流木所製成。目前他任教於臺灣師範大

學美術研究所。

謝里法的特色是他著有多部與臺灣藝術相關的書

籍。其中以《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和阿

笠談美術》（又名《美術書簡：阿笠》）較為知名。

1981年，《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曾獲第二屆

巫永福評論獎。此外，謝里法在 1980年代亦出版有

《臺灣出土人物誌》，描述臺灣前輩畫家如陳澄波

等，亦有詩人王白淵、音樂家江文也等。今日研究

臺灣藝術的學者，經常會引用到謝里法的早期著作。

2017年獲頒第 37屆行政院文化獎。



《花園》，2016，壓克力，92×73cm
畫時有如與牛對話。

牛是我的創造，我為牛說話，

接著牛也有意見，經常看畫的人反覺得牛才是我的代言，牛圖裡我挖掘了自己身上的牛性，

才知道原來我是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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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祭》八聯作，2016，油彩、壓克力，92×73cm×8



《流》，80×65cm 《喜悅》，92×73cm



《素描．牛》

那些年牛的模樣常令我想起故鄉

也不過是美國電視中的牛

於是我拿起筆畫牛

若問什麼牛難畫，回答每次不一樣

腦子里有太多的牛，每隻不同種

美國牛不長脊背，從頭到尾一條水平線

沒有背的牛，牧童不會騎

狗吠和牛鳴成了鄉野的對唱

只在風景裡點綴一頭牛

說那就是故鄉

久別了的老家，見時只在夢中

多麼陌生！

牛是我的鄉愁，在畫裡是種感覺

別以為有角有尾就叫做牛

畫過才知道，角歸角，尾歸尾

沒有感覺，只是點綴

回來一看，到處在吃牛排

不知畫牛該如何下筆！

看到牛模樣想起自己屬牛

每逢牛年，運氣更旺

說牛年出世的人牛脾氣

他只多吃一碗牛肉麵

而人把牛牽回來是為了勞動

卻說牛馬不如自怨命不好

牛任勞任怨替人耕作

而人只給他吃草，還有人想吃牛肉

山間野外常見被野放的牛

牛作的工已被機械替代，說是熬出了頭

像滿街的流浪犬找不到主人

從此畫家把牛畫得像神

頭上發出層層光環

然而田裡的人們還戴著斗笠

《跟隨》六聯作，80×65cm×6



《曾經》，2017，92×73cm 《樂章 89之 6》，80×65cm



回台灣定居已經二十年，這之前我

在國外也有二十年，不論在國內

外我持續畫著牛，不同的是腳

踩在自己的土地上，與牛無

距離接近時，聞到牛糞的

氣味，感覺到牛在身邊

走動，畫筆在手中每一

劃都與牛貼近，沿著

牠的身形滑下，這種

觸感在過去這麼多年

來從未有過的。

慢慢地我找到了畫牛

時應該有的質與量，

知道在哪裡該有肌肉，

什麼部位是骨頭，身體

動起來呈現什麼姿態，甚

至一頭牛的份量有多重，畫

時都很認真在畫布上作這樣的探

索，才明白現在我是真正在畫牛。

寫文章時我人在紐約，常引用牛與台灣人的

族性作對照，想像牛沈重的身軀，四肢踩在田

園土地上留下深深的印痕，對祖國大地的思念

藉此表現，這種感情畫在畫布得到無比滿足，在

海外的台灣人看了都有很深感受。

《旅程》，92×73cm 《智者》，2017，油彩、壓克力，80×65cm



與「牛」為伍這麼多年，捕捉牛的外型，探測

牛的心性，在畫布上推演，畫中看到每一筆皆

是推演過程的痕跡，才知道原來我的繪畫不外

是對「牛」的一種推演。

每到一個階段回頭看自己所畫的，自問那一階

段畫的是與我最接近的「牛」，只好把牛請出

來告訴我，沒有一隻牛肯點頭，才知道我又失

敗了。

到了一定年齡才知道繪畫到底怎麼回事，這陣

子我領會到的是：畫家都有自己的語言，用來

講清楚自己要講的，講完了就換別的講，別再

重複。

「牛」也許會在展出之後告一段落，它不過是

我用過的題材，多年來我借牛畫自己的想法，

手拿畫筆在畫布上揮灑，一陣子過後接著由別

的取代，好比由右手交給左手，是畫一輩子畫

的人經常有的動作。

《牛的系列》24×27cm×3，毛筆、素描，2014 《牛的系列》51×61cm×2，油畫，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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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傳奇》四聯作，2012，壓克力，100F（162×130cm）×4▲ 《影舞者牛》四聯作，2010，壓克力，100F（162×130cm）×4▼



《牧童物語》四聯作，2009-2010，壓克力，100F（162×130cm）×4

《黃金世紀　從頭說起》四聯作，2012，壓克力，100F（162×130cm）×4



《牛脊背上寫下人的歷史》四聯作，2012，壓克力，100F（162×130cm）×4

《進化論四篇》四聯作，2012，壓克力，100F（162×130cm）×4



美術比文學更懂得顧全認知的世界，視覺藝術關照到的萬物造型，

畫家只要能捕捉受光的面，就知道另一面是陰暗，然後找到陰影，

三者建構了三次圓形體，不管是社會、政治、文化，把握得住立體構造，

才能說真正了解它。

雖然文字是構成文學的基本條件，卻不是文學批判者的底線，因為還有更重要的具體現實，即使

是超現實的文學領域，也必須在光與影的對照下才有所謂的立體感，否則一切歸於虛無。

筆觸在繪畫的論述中是最常提到的要點，文學當然也有文學的筆觸，卻被忽略了，也許在過去自

我訓練中沒有去注意，如繪畫一筆接一筆把顏色隨著筆畫堆疊編織起來，讓光的因子在畫中活

動，若在視覺裡有空氣也有溫度、濕度，當然是文字也能做到的事，但是我們並未曾看到。

以畫布為舞台的繪畫，有四方形的邊界，然後製造立體的三次元空間，再推演到時間的第四次

元，而後有意識和感情的第五次元，是舞台理念為出發點追尋得來的論證。所以人們又說繪畫的

敏銳度是多次元，文學至今還只是平面。是我在寫小說寫詩的時候體會到的，也正是我離不開繪

畫的理由。

《悲憫》，2016，油彩、壓克力，162×150cm 《賓客》，2017，油彩、壓克力，162×150cm



《 成 長 與 牛 》

阮 義 忠

她坐在草叢中的石頭上，雙手不經意的拂著身旁的

雜草，偶爾摘下幾片葉子，在掌心搓揉。

和煦的夕暉映在空蕩的湖面，鋪在怡靜的山坡茶

園，使老田寮山區的向陽部位洋溢著片片烘暖，背

陽角落的陰霾加深了幾許。小女孩隱藏在山坳的林

蔭下，打發漸暗的暮色。

我趨近她的跟前，迅速調好光圈、焦距。舉起相機

的那一刻，她的神色從不解的茫然轉為不知所措的

慌張，再緩和下來，露出意識到這是怎麼回事的靦

腆。對象在鏡頭前的神情變化，有時彷如濃縮的生

命老化過程，急速成長的現象往往會刺痛相機後面

的人。

當她從草堆裡拎起一條長長的繩索，雙手俐落的將

之圈圈地繞在肩膀上，才從繩子的另一端拉出那頭

原本躲在坡地下方的水牛。小女孩急急得牽引牛隻

跨出那片蔭地，投身在紅通通的夕陽下，步上環湖

小徑回家。

我緊跟著小女孩，橫在她身前搶鏡頭。她始終低著

頭，雙手俐落地重複著收放繩索的動作，像是在排

遣尷尬。我試著引她釋懷，問她幾歲了，念幾年

級？她依舊不抬頭，怯怯地細聲回答：「八歲！」

我不再搶拍，停下腳步目送她，直到那被牛身遮住

大半的背影漸漸遠去，心頭酸酸地浮起一段塵封已

久的回憶。

在和她差不多大的年紀，我被送到外婆家住了幾個

月。外婆家世代務農，總養著一、兩頭必須耕犁二

分菜園、五分水田的水牛，住在那兒的我當然幹過

牽牛吃草的苦差事。短暫的放牛生涯並沒有在童年

階段留下足夠回味的細節，倒是成了稍稍懂事的少

年時，被牽牛這件事烙過深深的印記。

上高中的頭一年，由於功課優異以及美術表現的突

出，讓我成了學校的鋒頭人物，還被選為模範生。

有一回家裡的地瓜園剛收成好，父親準備犁地種花

生，命我到外婆家借牛。自認在學校相當風光的

我，深怕被同學看到自己跟土裡土氣的牛隻攪在一

塊兒，一邊用力拖著難纏的牛，一邊把頭埋在大大

的斗笠裡，垂下脖子只盯著腳前的幾尺地，盡量繞

走偏僻的小徑回家，每走十來步便稍稍抬起頭快速

地朝前瞄一眼，虛榮就像心頭吊著的鉛塊，讓我沈

重地喘不過氣來。

在困難萬分的狀況下，我極度不安地抵達離家不遠

的路口，懦懦地抬起頭來，卻正好跟一位漂亮的女

同學打了照面。她那吃驚的表情，讓我感覺有如被

撕破了臉，那份羞恥與哀傷將永遠無法療癒。

一次又一次的成長的陣痛，終於讓我漸漸從年少的

茫然、慌張與靦腆脫身而出。

 ——原名 8月 13日「老田寮的成長」

 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映像日記〉

牽牛的小女孩，老田寮，苗栗縣頭屋鄉，1981



（上）田裡的父子對話，多納村，高雄茂林，1978 （下）牽牛喝水，烏山頭，台南官田，1977 （上）快樂的農夫，南投縣魚池鄉頭社村，1979 （下）牧童兄妹，南投縣埔里鎮，1981



（上）泰雅族春耕，桃園縣復興鄉爺亨村，1978 （下）水肥車，屏東縣高樹鄉司馬村，1978 （上）伴牛吃草，屏東恆春，1977 （下）下工，台東馬蘭，1979



在台灣，仍然被保存下來的傳統交易活動中，北港

牛墟——牛隻買賣的定期集市，該是令人印象最深

刻的了。牛墟是傳統農業生活具體而微的縮影；研

究中國社會或經濟史的人發現，它的交易型態竟與

千多年前的墟市活動了無二致。站在溲糞四濺、牛

氣刺鼻的市場邊，真像是進入時光隧道，回到了宋

朝的地方集市。

「牛墟」是牛市場的閩南語俗稱，光從字面便令人

發古幽思。唐朝大家柳宗元的詩句「青箬裹鹽歸峒

客，綠荷包飯趁虛入」，其中的「趁墟」指的便是

趕集。《宋會要》〈食貨〉裡有：「嶺南村墟聚落，間

日會集裨販，謂之墟市」；同書的另一處有：「鄉落

有號為墟市者，止是三數日一次市合，初無稅收之

法。」關於這類的記載甚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市集何以稱「墟」呢？宋人吳處厚在《青箱雜記》

裡有一解：「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

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為虛，不亦宜

乎」。

「墟」做市集解，在任何一本字典裡都能查到，不

足為奇。但是，日本名漢學家加藤繁，近一步認為

「墟」指的是三日一集的定期市。宋人錢易在《南部

新書》裡說「端州以南，三日一市謂之趁虛」。端

州約當今之廣東高要。

北港牛墟每旬三六九開市，屬三日一集的定期市，

這正是宋代以來墟市的古老成規。

北港牛墟位於有名的北港媽祖宮正對面約三百公尺

的堤防外，以草棚竹架圍搭在北港溪的河床上。古

代的「墟」大多設在有課收的官市之外的邊緣地

帶，北港牛墟的地點正是如此。

在牛墟開市的日子，天光剛破曉，清洗得頭光腳淨

的牛隻便從四面八分聚集。有零零星星被吆喝喊罵

趕來了，有用大卡車整批運到的。這裡是全台灣最

大的牛市場，每次開市的平均交易量近千。進了牛

墟，只見牛隻如雲，牛販滾滾，場面之壯觀難以想

像。

我國古代的交易活動，同類商品交相集中而為市

集，如鹽市、米市、馬市、酒市等，並設官署派人

收稅管理。北港牛墟由北港鎮公所管理，待價而沽

的牛隻主人得先繳進墟費，經管理員在牛臀蓋上完

費章才得進場。

在傳統保守的農業社會，牛隻買賣是家族大事，藉

交易獲利的牛販往往會被農夫們看不起。受歧視的

他們自成團體，個個在牛墟都活躍萬分。他們使用

特殊的行話，經由獨特的規則進行交易。對內爾虞

我詐，以愚弄對手、想方設法揩油為榮。對外則是

彼此暗通聲氣，裡應外合，專挑生客，大耍「剝活

豬」的把戲。通閩南語的人，在牛墟待上半天，肯

定會對那牛販子的世界驚奇叫絕。光是那一串串掛

在口邊的黃腔、詛咒，就令人見識了他們的粗鄙與

冷酷。

在牛墟鑑別牛隻優劣的過程有三：先查看牛齒，藉

以推算牛齡，俗稱「摸壽」。再試牛步，讓牛隻繞

走一番，以便觀察其勤惰與馴良程度。第三則是測

驗體力，通常是將兩、三部牛車連接在一起，車輪

綁死，上面載人，讓牛隻試著拖一段上坡路。

鑑別進行的當兒，各路牛販會穿梭其間，或明或暗

地旁敲側擊、推波助瀾，時而叫囂嘲弄，簡直就像

一齣熱鬧的三幕劇。而最精彩的壓軸戲，當然就是

宋 代 定 期 集 市 的 縮 影

發 古 幽 思 的 北 港 牛 墟

文 ： 畢 又 昇 ／ 攝 影 ： 阮 義 忠

鑑別結束之後的討價還價了。

只見一會兒從東邊冒出一個牛販子，一會兒從西邊

冒出一個牛販子。幾個人在場子中央打暗語、比手

勢，忽然一起作鳥獸散，忽然又全體呼嘯而來。當

一個牛販子作勢要買，另一個牛販子會突然出頭勸

阻，連罵帶咒地數落一番，以茲佐證這頭牛不值得

買⋯⋯。

一個牛販子的養成，須經過好幾年的學徒生涯，跟

著老一輩，所學不僅是買賣技術，還有相牛、醫

牛、馴牛等等。在舊農家的心目中，牛販子是遊走

四方的流浪人，沒有土地也沒有收成，但又是各種

奇聞軼事的傳播人。買牛通常代表著闔家興旺，賣

牛則是意味家道中落，或遭逢巨變。面對牛販子，

農家的心情往往相當矛盾，但在現實上又需要他們。

北港牛墟的另一奇景，是聚集著許多牛用品販賣

攤，除了牛鈴、牛軛、牛鞭、牛繩、牛鞋、牛藥、

牛配飾，居然還有牛用化妝品，花樣繁多、琳瑯滿

目，儼然成了超級市場，令人歎為觀止。這些用

品、配飾，清一色是手工製成，無論造型、質地、

色澤均樸拙厚實，充滿鄉土趣味。

朝拜北港媽祖宮的朋友，何不順道往數百公尺外的

牛墟一遊？聞聞那刺鼻的牛溲、牛糞，見識見識那

裝腔作勢、滿口粗話的牛販子，欣賞一下那些化過

妝的牛隻，還有那難得一見的牛隻體能特技大會

串，以及形形色色的牛配件攤販。這樣才算不枉去

了一趟北港。

對於有考據癖的朋友來說，到牛墟參觀之前，若能

先瀏覽一些關於唐宋時代墟市的資料，再到現場應

證，興致必定更加盎然，說不定還會又驚又喜地大

叫：「太奇妙了，這兒竟完整保存了千年前的定期市

墟型態啊！」

 ——（原載於《家庭月刊》第 38期，1979年 11月）

北港牛墟鳥瞰：牛兒如雲、人頭鑽動。1979



（上）（下）買家檢查牛的牙齒，藉以判斷年齡；此乃「摸壽」。1979 （右）試耕最能測出牛的體力。1979



（上）（下）牛隻載重力測試。1979 （上）交頭接耳談買賣。1979 （下）一切買賣均為現金交易。1979



（上）（下）忙一整天也可能生意作不成。1979 （上）（下）與牛相關的用品應有盡有，多到讓人眼花撩亂。1979



韓滉（723年 -787年），字太沖，京兆府長安縣（今

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人，中國唐朝中期政治人

物、畫家，太子少師韓休之子。年輕時特立獨行、

不附權勢而愛好學習，因父親韓休官勛而於唐玄宗

開元（713年 -741年）年間而出任左威衛騎曹參

軍。開元二十七年（739年），韓休逝世，韓滉為父

離職守喪，期滿除服後，被任命為京兆府同官縣主

簿。後又為母柳氏守喪，期滿除服後，被任命為太

子通事舍人。

累官鎮海節度使、浙江東西觀察使。涇原兵變時，

韓滉訓練士卒，保全東南地區；又轉輸江南粟帛，

供給朝廷，深受唐德宗倚信。貞元元年（785年），

入朝加同平章事，正式拜相，兼江淮轉運使。次年

封晉國公，不久後去世，年六十五。獲贈太傅，謚

號「忠肅」。

博雅多才，工書法，草書得張旭筆法。好《易》及

《春秋》，著有《春秋通例》、《天文事序議》等，

今均佚。《全唐詩》存詩二首。善鼓琴，又是著名畫

家，擅畫人物及農村風景、牛驢，畫牛尤「曲盡其

妙」。經常入鄉，以寫生為樂。畫蹟有《堯民擊壤

圖》、《田家風俗圖》、《李德裕見客圖》等，著錄於

《宣和畫譜》，傳世作品有《五牛圖》、《文苑圖》。

韓滉繪畫遠師南朝陸探微。善畫人物，尤喜畫農村

風俗和牛、馬、羊、驢等。其畫牛之精妙乃為中國

繪畫史千載傳譽之佳話：古人說韓滉畫牛「落筆

絕人」；對於其牛畜畫，陸游謂之有生難見之「尤

物」，趙孟頫稱其為「稀世名筆」、金農嘆為「神

物」。

《五牛圖》是韓滉在牛畜畫方面巨大成就的最有力的

證明。畫面布景簡潔，僅畫有一棵小樹，著力地表

現出牛的狀貌：五頭牛，各具姿態，或吃草，或翹

首面馳，或縱蹄而鳴，或回顧而舔舌，或緩步而趾

行，神情生動，準確地勾繪出牛的體態結構；著色

自然，風格樸實，近似民間繪畫。

此圖卷從右至左，一字排開，畫了五頭姿態各異的

牛，圖畫中除了五頭牛外，只有一小叢荊棘，沒有

其他任何襯景，以這種完全突顯主題的方式來構

圖，極其大膽，充份顯示韓滉高超的寫實描繪能力。

韓滉筆下的五牛造

型非常準確，筆法

簡潔老練，線條勁

健有力，將五頭牛

不同的體勢姿態，

筋肉骨髂，肌理皺

摺，甚至口鼻細毛

都作了精細的刻

畫，生動入微。尤

其對五頭牛不同情

緒神態的刻畫格外

傳神，如畫中最右

的一頭老黃牛正伸

長脖子倚著荊棘蹭

癢，露出舒適愜意

的眼神，加之牛角呈彎月狀，將老黃牛酥癢的表情

刻畫入骨。又如圖面最左邊那頭佇立不動的牛，可

以看到牠的表情鬱悶，炯炯牛眼似乎正瞪著看畫的

人；牛角朝前，有股隨時要鬥爭撒牛氣的倔態。仔

細一看，這頭牛的頭上正套著繮繩，是圖中唯一被

拴束的牛，其鬱悶心情不難理解。

《五牛圖》達到了神形兼備的高超藝術境界，元代

的大書畫家趙孟頫盛讚：「五牛圖，神氣磊落，稀世

名筆也。」韓滉作為「畫牛專家」史有定論，且除

《五牛圖》外韓滉畫跡不傳於世，《五牛圖》及其後

人題跋自然就成為韓滉研究的極為重要的依據。曾

被收入北宋、南宋的內府。

《五牛圖》圖為設色紙本，紙質為麻紙，長 20.8公

分，總寬 139.8公分，是目前中國最早的紙質動物

畫作，已有 1300多年的歷史，且為現時存世作品中

最早以牛作為題材的紙絹畫，先後被宋高宗趙構、

元人趙伯昂、趙孟頫及清代皇帝乾隆收藏。乾隆一

直將五牛圖收於紫禁城內，直至 1900年，八國聯軍

侵華，五牛圖自此下落不明。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五牛圖》才出現在香港

的一個拍賣會上，最終由中方以 6萬港元購回，為

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被譽為「鎮國之寶」，現

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韓

滉

五
牛
圖

唐鄭國公韓滉朝服像，宋程懷立繪

《五牛圖》局部



《五牛圖》是目前中國最早的紙質動物畫作，已有 1300多年的歷史。《五牛圖》圖為設色紙本，紙質為麻紙，長 20.8公分，總寬 139.8公分



用照片說故事．讓故事傳真情

地點：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430 巷 33 號／展期：20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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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里法《與牛相伴》

阮義忠《台灣牛與牛墟》

韓滉《五牛圖》

主 辦 單 位 ： 宜 蘭 市 公 所 ／ 宜 蘭 市 民 代 表 會

宜 蘭 市   市 長   江 聰 淵

宜 蘭 市 民 代 表 會   主 席   林 智 勇

台 灣 故 事 館   館 長   劉 美 華

敬 邀

故事館第 2空間於 2019年 1月正式啟用，一樓為傳統暗房，二樓
為攝影圖書室、教室與展示空間。攝影家阮璽將於第 2空間設立攝
影工作坊，自 2019年 1月 6日起開課，每期 4天，集中於星期日
上課。

報名請洽故事館／ Tel：03-9334670或

宜蘭市文化發展所／ Tel：03-9325164轉 812

或上官方網站攝影工作坊連結報名：

http://culturaltour.e-land.gov.tw/stories_of_taiwan/
《五牛圖》局部

《五牛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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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義忠作品：滿載蚵殼的牛車，嘉義布袋，1980

牛年特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