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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丁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 )是廿世紀抽象繪畫的先驅，也是現代繪畫思潮感性主流的代表人物，被尊稱為抽

象表現之父。本論文之研究方法主要是透過文獻探討、分析、歸納康丁斯基對抽象藝術的論述，並據此進行二十世紀初抽

象繪畫的研究。他於一九一○年創作他的第一幅抽象畫，同年，開始撰寫一本探討藝術性靈的論著－《藝術的精神性

》(Concerning theSpiritual in Art)，於一九一二年發表。書中所論是當時抽象繪畫所面臨的問題和未來的目標，並且大篇幅

的從「內在需要」之精神性原則說明他的藝術哲學。康丁斯基強調藝術活動是一個精神領域中的問題，色彩與形式的和諧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必須以觸及人類靈魂的原則為唯一基礎，他的目標就是用自己的繪畫語言敘述被世界的形象震動了的

心靈，從而把世界自身的存在推入人類共同經驗的對話中。本文以人本心理學之父－馬斯洛（Maslow）之「需求理論」與

超個人心理學「自我超越」為研究工具，詮釋康丁斯基以「內在需要」來表現抽象繪畫之心理動機。此研究，正肯定著人

類創作的自由自主，也凸顯出人類內在精神本體強性的解釋－即不斷超越自我以達到「靈性需求」的境界。最後，本論文

針對康丁斯基不同時期的重要作品分析所表現之精神性，了解他不斷的實驗創造，終於孕育出揉合音樂、科學與哲學等要

素的繪畫，蔚成藝術發展形式的綜合與內容的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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