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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藝術是種情感的表現，即使藝術形式呈現多元性，但創作作品呈現的仍是藝術家源自於生活的情感和內心的感受，創作中

將專屬於個人的情感和意志灌注於作品，詮釋屬於自己觀點的世界。 筆者剖析自我內心理念在創作思維中，先由個人成長

背景和生活經驗為起點，再在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潮，去探求獨特的情感風格，並由創作的心理基礎釐清自我創作，和尋求

以文學詩詞的創作內涵。最後以個人所秉持的形式與技法，運用於創作，將個人生活的情感和對生命的熱情，產生意象，

投射於作品之中。 生活感觀除視覺所見，更應用「心」去觀看，細察變化並產生移情感受，藉此觀省，體現生活中美與善

的一面；筆者投入於創作的二個系列作品之中所用的心思與所感的情懷，與觀者分享，也期許在未來中，生活和繪畫創作

皆能不斷成長與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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