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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藝術家透過創作，運用各種媒材，將個人思想、情感或觀念表現於作品中，故藝術作品是自我內心的顯影。 　　在本創作

自述中，筆者透過藝術創作，將近年旅行異地，在邊界間穿梭的心境，轉化為作品，共三十二件，作品內容分為五個系列

：鄉愁、盼望、嬉戲、歸途及靜觀。 　　理論研究與文獻回顧則是探討符號學家索緒爾、皮爾斯、卡西勒及蘇珊．朗格等

符號學家，研究其理論中與藝術相關之論述；在藝術家的研究則以夏卡爾及帕洛克兩位藝術家為研究對象。 　　創作形式

上，以油畫、壓克力顏料及打底劑為創作媒材，並以具象及半抽象為主要表現方法，藉以表達個人旅途中的意象。

關鍵詞 : 邊境、鄉愁、盼望、嬉戲、歸途、靜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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