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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行，讓筆者看到豐厚無盡的風景，獲得不同視野與洞察； 藝術創作，則使我藉著畫筆及油彩，揮灑出絢麗繽紛的彩繪天

地。「彩繪風情」結合了旅遊與創作，以油畫為創作媒材，並以 旅遊風情意象為研究主題，探討自然景觀與旅遊的所感所

見，並 結合兩者以呈現人文大地的創作思維。 創作主題分為漫遊山水與縱情風景兩大系列。以國內、外風 情為主軸，繪

製觸發個人內心感動的畫面。筆者想要追求與探索 的是：「在有限的畫面中，表現出旅者所看到的自然與人文，讓 觀賞

者超出畫面的範圍，走入我所營造的旅行風情。」 在作品呈現上，探尋寫實繪畫風格的可能性，並在造形、色 彩上持續

追求更精簡感人的表現。期待藉此研究創作，得到更多 省思與靈感，得到藝術創作的新方向，也藉此為土地上的人文與 

風情獻上真誠的禮讚。

關鍵詞 : 旅行，彩繪風情，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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