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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千變萬化的自然生活中，自然形象以它活躍的音、色、形組合，呈現獨特的風貌，在人化的條件下，對人具有物趣，具

有 感染力。自然風物的特點，往往被看作人的精神擬態。人們讚美山的雄偉、海的壯闊，同時也是讚美著人，讚美與自然

特點相吻 合的人的精神。對於善於想像的感情來說，每一片風景都是一幅潛在的繪畫，自然形象具有打動人心的能力，詩

人藝術家為之吟 寫不絕，於是有詩與文學作品的產生。詩人藝術家以自然形象自白其胸襟，那麼也就是「寄情於景」「移

情入景」，不但表現出 他的意境美感，也能照見他的精神世界。 「詩是有聲畫，畫是無聲詩」，藝術家藉由繪畫表現他

的思想與情感，即是表現繪畫的詩與文學性。情境是造境藝術之本， 意境就是利用情境為手段以發抒心意與情思所創造出

來的境界。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都潛藏對單純的嚮往，單純即是美。內在心 靈單純樸素，才能經常從存有的簡單樸素中，

照見眾生萬物的豐富與美好。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感受到莊子所說的「天地間不言 之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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