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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創作論述主要以「潛藏空間裡的記憶」為根基，回溯探討自我對生活事物情感的體驗與探訪潛藏記憶中場景和氣味的

內心思維做為創作研究的主題，忠實表達自我心靈探索與情感自覺，以隱喻性手法陳述出對自然與文化的關懷。將藝術創

作的符號與圖像，詮釋個人生命記憶裡生活的點滴呈現於作品中。 　　創作理念是從記憶中的意境結合空間繪畫心象，藉

由重新安排習以為常的平凡事物，放置於非合理的關係中創作方式採「同時性」和「混合性空間」理論，以超現實主義結

合超寫實手法表現。而達到個人幻想力的自由發揮；並以自動記述法的精神所做特殊實驗效果，運用形、色、光來豐富創

作品的主要材料元素。 　　筆者在整個研究與創作的流程上，從文獻探討的分析、建構創作理念，到付諸創作實踐為研究

架構，烙印在「記憶」裡另一視點延伸而有更多元的發想。在創作實踐上著重於理性的圖像描繪，結合非理性的背景畫面

；進而建構個人所獲得的創作理念：以沙拉脫結合壓克力顏料所產生的自動記述效果和水墨畫拼貼於油畫創作品上的特殊

技法，是本創作研究所呈現且還需繼續研究的動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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