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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時間是一種人、事、物流動的過程，藉由照相機捕捉影像並且記錄，也同時反映了紀錄者本身的存在。本創作研究利用慢

快門影像，使影像有抽象的繪畫性，表現另一種不同於寫實照片的生動效果。 　　本研究方向以筆者的生活為出發點，用

慢快門攝影來記錄存在於一個時間當中的氛圍與情緒。本文參考從美術攝影的發展，談論繪畫與攝影的相似點，再整理超

現實主義與抽象表現主義攝影的相關思想、藝術家的創作技法與思維、時間的基本概念，以及分析幾種攝影技法，來做為

筆者構思創作手法上的靈感。創作內容以筆者的生活出發，並陳述創作下的思維與想法。 　　在這次創作研究中，筆者對

於利用慢快門創作有諸多收穫，尤其是攝影所呈現的繪畫性，但仍有相當程度的實驗性，因此還需要多加嘗試。最後希望

這樣慢快門繪畫的攝影能作為一個長久的創作計畫，有更大的延伸和發展。

關鍵詞 : 時間、慢快門、繪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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