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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謂藝術的本質在於「彰顯存在的價值與真理」，當代藝術創作者，不

斷運用新的藝術形式，呈現意念與真理，追尋永遠無法企及的理想。 「水墨畫」是東方民族深沉的精神領域，蘊含獨特的

東方美學、禪學的視覺藝術。筆者運用水墨媒材，創造自我的繪畫語言及創作思維以成就生命狀態及藝術真理。 「墨．彩

．千漾」創作以中國繪畫理論之「意境」美學為基礎，探討繪畫創作的內涵意義，並以「墨」、「彩」、「境」三者關係

，將創作的意向、藉由「墨」的自然流動變化，「彩」的美學運用，中國美學思想加諸於其中，使作品彰顯出「情境」、

「意境」的內涵，並試圖連結作品與自我之間的關係，來完成藝術體驗與生命存在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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