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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主要闡述筆者的繪畫創作理念及其藝術思維結構。筆者透過生活的感受及人生的體認，轉化為水墨創作方法上新的

實驗，藉以嘗試不同的自我創作方向。同時藉由藝術家創作中的歷程，實踐自我砥礪與不斷的提升。 本研究主題為「邊陲

深度的閱讀」，以創作者長期所處的熟悉環境、身邊的景物，再予以融入筆者的感受心境，做為創作的題材。並融入素描

之形式表現，欲將邊陲之處呈現出另一種閱讀的可能性。筆者也期望透過此次的創作，除了體驗、感受、展現偏鄉角落之

孤獨、蕭瑟外，更對人生還有另一種期待。 本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本文首先闡述創作的動機與目的，創作研究

方法、步驟與名辭釋意。第二章為以藝術家的創作理念為基礎，藉由透過文獻資料之參考，做為筆者創作研究之延伸。第

三章為筆者自身創作風格內容與作品形式之分析，以透過素描的概念及色調的呈現，來透露出不同的情緒感受。第四章創

作理念及表現形式之流變，讓自我透過創作過程中，來呈現作品不同之風格。第五章結論，則將創作研究的省思納入筆者

未來的創作方向，以啟發在繪畫創作上，有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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