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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一世紀的人們「人忙」與「心盲」是普遍的寫照。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資訊快速的流通，人們透過科技對世界、歷

史、傳統和藝術的認識愈來愈多元化；但是在物質化的壓力下，卻忽略了自我的沉澱以及生活中對美的追求。研發製造更

符合現代生活需要的器物，足以讓生活更舒適；但過於執著現代科技的製造物上，卻使人成為製造物的奴隸。 藝術終究需

要回歸到人的情感，原來真我。回歸自我的同時，也開啟了人性、揭開了大自然、宇宙整體的奧秘與神聖性。因此，透過

這樣的思維反射，將創作的情思回歸於日常生活中所見到的景物，並以之為題材。藉相關文獻的探討與前人的作品參證，

了解前人累積的創作心得，結合個人特質、油彩特性、生活經驗、感知及時代性，以「醇古意閑─生活映象」為主題完成

本研究。本研究創作分為三個系列:「生活器物」、「行旅紀實」、「社會映象」，共52件作品。從生活中的人、事、物、

景等不同的角度來詮釋在生活上的情感與省思。

關鍵詞 : 生活映像、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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