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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始於筆者為學生作的人像速寫，過程中的溝通與聆聽，了解現今家庭種種面向及延伸的教養問題，藉由相關輔導知

能，協助需要幫助的學生。研究期間進而回顧自己幽微的童年，內心深處的痛苦回憶，不經意的在輔導個案中漸漸釋懷。

筆者試圖透過油畫創作，發覺另一個多彩的人生。 本文第一章緒論，創作動機及回顧自我壓抑的童年往事，確立研究目的

及方法，並說明「容顏的背後」之涵義。第二章創作理念探究，從記憶回溯與現實世界交錯場域中探尋創作理念。「走出

憂傷」肯定人生的磨難，並將挫折昇華為力量。第三章人物肖像畫的探究，介紹東西方人物肖像畫的脈絡，探索兒童肖像

畫家：委拉斯貴茲（Diego Velaequez，）、牟利羅（Barfolome Esteban Murillo，）、夏丹（Jean Baptiste Simeon Chardin）

。名作的啟發，席德進、盧西安�佛洛伊德（Lucian Freud）及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第四章作品論述與分析

：創作媒材與技法分析、＜童顏系列＞學生畫像的訪談，現今家庭教養及學校教育的分享；＜走出憂傷系列＞研究者自我

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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