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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藝術創作是自我內心的表現，藝術家藉由作品，將個人主觀的情感與外在客觀的情境做一連結，並以最適當的形式及技法

，表達出心中的意象。在創作的形式上，筆者選擇了油畫、壓克力及各種不同的打底劑做為創作媒材，並以東方繪畫的寫

意風格呈現之。在畫面中，筆者使用了西方的媒材及中國的水墨線條，造就一個屬於東方意境的心靈空間。至於內容的選

擇上，多半是藉景寫情，其中包含了「花」與「自然」的生命意象。在本論文的架構上可分為以下幾個章節： 第一章：序

論，說明主題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主題的方法與步驟，研究的範圍與限制。 第二章：探討中國寫意繪畫的發展與特色，西

方表現主義的情感與張力，並在意境上追求「簡化」與「禪」的精神性。 第三章：闡述個人的創作理念，論述個人主觀的

空間布局，線條表現及抽象思維。 第四章：闡述個人創作形式、創作內容，使用媒材及表現技法。 第五章：作品解析，

針對筆者的作品來分析探討，延伸對主題的論述，且對寫意繪畫的虛實意境進行更深入的了解。 第六章：結論，經由論文

的撰寫及創作過程，再次整理自我的認知及方向，做為未來創作發展的省思。

關鍵詞 : 寫意、表現主義、簡化、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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