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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世紀末葉以來，藝術界曾發展成為五花八門、狂亂不拘的世代，充斥著許多名為「現代」的藝術作品，作品著意在標

榜新奇以及吸引人們短暫的視線停留，以致藝術創作淪為滿足人們快感、新奇之感官表層，卻忽視藝術的美感本質並無所

謂現代與傳統。 由藝術史的發展來看，許多強調象徵與文學性的藝術家，咸認為藝術表現不分形式的都在傳達藝術家內心

的感受，說明藝術之真，出自於內心。「詩」則具有適時澆灌饑渴的人心，撫慰受傷的心靈，美善我們的世界的功能。所

以本研究將針對「詩」的藝術意象作為創作主題，描述詩意到視覺藝術相通問題的概念。從美學上比較藝術與詩的本質，

探討視覺藝術意象，並進行系列作品創作，將藝術的本質與「詩意」表現在視覺藝術中。 筆者藉著探究詩意藝術意象理論

的過程，體會到藝術家在創作作品的同時更應多充實自己內涵，具良善的精神人格，傳達的藝術境界才能是共通的藝術感

受；相對的，也從實際的創作過程中更加了解前輩藝術家的藝術價值，釐清筆者未來的創作方向。

關鍵詞 : 詩意、意象、象徵、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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