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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將以法蘭茲�卡夫卡的文學著作為創作的主要視覺呈現；將從卡夫卡眾多的作品，挑選符合創作者的需求。此外

，加入超現實概念作為創作的元素，藉以重新詮釋卡夫卡作品的視覺意象，最後創作出屬於「我的卡夫卡」風格。 本文的

第一章說明創作者的創作背景與動機。第二章將針對卡夫卡的人格特質與作品，進行解析以及簡略的作品敘述，並歸納卡

夫卡、超現實與創作者三者的關聯性。第三章為創作理念且探究卡夫卡書籍封面，作為創作時的依據與參考。第四章創作

內容與呈現，將創作時嘗試的過程分為演變一及演變二，並說明與分析有助於之後創作的完整度。第五章創作呈現，將最

後完成的卡夫卡作品視覺圖像，分別詳細解說；第六章結論，敘述創作研究過程的感想與發現。

關鍵詞 : 卡夫卡、超現實、書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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