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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筆者選擇了旅行中所見聞的人、事、物為題材，本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精神，用心觀照萬物，託物寄情，把心中意象

藉由視覺感官的解構、重組，在半具象與半抽象的繪畫創作表現中，企圖找到屬於自己獨特的造形和色彩的繪畫語彙。 本

創作論述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說明創作動機、目的緣於歷經歲月洗禮，重新思索生命的價值，藉由旅遊的見聞化成創作

的體認，盼能為生命的體驗帶來更多的詮釋與感動。第二章在文獻探討上，以旅遊心理觀點論述旅遊與創作，並以心象的

探索與哲學意境豐滿創作內涵，也從美術史角度分析、綜合各藝術流派之色彩、畫面構成，作為繪畫創作的立論依據。 第

三、四、五章陳述理念的形成緣自內心對精神意識的追求，欲用旅行與創作傳達自我情感、內在特質及對社會、人文的愛

與關懷。創作內容取自旅行中見聞化作特殊寓意呈現。創作形式用線條造形及色彩的元素表達，並透過油畫技法運用來完

整表達個人創作觀點。第六章為作品論述，藉由旅行，接觸不同文化，吸取收納為繪畫創作的養分，作品分為「永恆」、

「無爭」、「困惑」三系列共十三件作品。第七章結論為本文總結，藉由旅行與創作探索自我生命的價值，釐清內在深處

的心象，期待能在此創作論述中，得到成長，並為日後藝術創作找到發展的出路與方向。

關鍵詞 : 心象、移情、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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