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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創作的歷程是一種主觀的心靈轉化，在主體的個人與客體的 媒材之間，相互進行交融，甚至相互間進行相斥與對抗。而在

創作 過程中，藉由不斷地探索自我心象，從中得到情緒的抒發，也成 就了畫作。 此創作研究是以2009 年至2011 年間的創

作作品為主體論 述，其研究目的藉由潛意識相關理論與創作風格，建構個人繪畫 創作之學理基礎與靈感來源。其次以自

發性藝術表現形式，並發 展出個人繪畫表現之語彙與形式。另外，以複合性媒材與技法之 實驗，進行潛意識繪畫創作的

實踐與與詮釋，並讓內在情緒能量 得以釋放。最後，藉由系列創作進行自我審視與反思，透過創作 追尋自我與內在意識

的浮現及情感的昇華。 創作研究的主要架構為闡述本創作研究之動機、目的、範圍、 研究方法與名詞釋義。文中談到與

本創作研究相關之心理學說及 相關藝術流派中各形式分析等影響。亦探討心象與幻化的顯露以 及創作的形式等；透過作

品解析，簡短的描述本研究系列作品的 內容與創作過程，藉以檢討審視自己並做為未來發展的方針。 筆者期許將來自己

在創作時，能逐步落實、達成重新建構， 也期待形塑出個人未來創作路上嶄新的「自我風格」。 關鍵詞：心象、幻化、

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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