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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千姿百態的人物變化訴說著藝術的語言，人生在成長、拙壯、衰老、以至羽化成仙之中所涵藏的情韻，是筆者所關注的議

題。 本文以肉身的覺醒探討自身的創作，由潘玉良與徐悲鴻藝術形式佐證探索創作的題材與素材的選擇，並參考臺灣現代

藝術家李元亨與陳景容的繪畫風格，探討超現實主義與象徵主義的意涵，來謀定創作方向。 在形式、內容、媒材的分析之

中，以人物造形作為創作的題材，試圖呈現人物與風景的關係以及禪意、宗教、音樂、神話等方面的妙趣與意境。大部分

以人的寫生為主要架構，少部分為人物變形之作，平面繪畫主要在描繪生活中的人。立體方面則以人物的組合或抽象的形

式做為畫面建構的基礎。 為了探討不同媒材的特性，本創作研究嘗試同時透過水墨、油畫與立體造形三個面向，瞭解並發

現其特質找出將來獨立創作的可能。因此，發展成軌跡篇的水墨創作，覺照篇的油畫創作與斑斕夢篇的立體創作，結果發

現人與物象的結合有無窮的發展面向﹔不同的底色可以襯托人物意象的情境與氛圍﹔人物的結構可以適度的改變﹔水墨的

作品在完成之後有修正的瓶頸，油彩的作品可以繼續覆蓋修正，以達到美善的境界。

關鍵詞 : 象徵主義、人物意象、軌跡、覺照、斑斕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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