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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乃是一個生生不已的演進歷程，人類則是這歷程中參與化育的共同創造者，而「美」存在於自然間之關係，在中

西繪畫中，藝術家將其心靈的特性藉由彩筆創作出作品，使心靈與自然合而為一。因此，一切外在形式和技巧的取捨，都

必須以心靈為依歸，唯有能以虛靜之心觀照事物，讓藝術家將潛藏深處心靈本體的情感創作出來，作品才具有藝術的價值

。 創作是一種主觀的心靈轉化，在主體的個人思想情感與客體的媒材間相互交融。筆者在學習過程中，試圖藉由前人的創

作經驗，以古鑑今，閱讀東西方藝術史及美學相關理論，啟發創作，並使作品能因情感的投入、媒材的應用、技法的研究

而讓自我的藝術語彙與創作思維加深加廣，形式變化多樣，達到更高的藝術境界。 在創作研究中，以「鄉景系列」表達對

故鄉之情懷，而「雪．山系列」則為筆者靜觀後的省思。筆者以多樣的媒材混合黏附於畫布，製造出不同的肌理紋路，表

現特殊的質感，以配合筆者創作的需求。接著，運用色彩來統一畫面，讓整幅畫作散發寧靜的氛圍。個人秉持著「發於心

、抒於情、形於畫」的真情，繼續開展屬於自己的藝術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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