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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許多那種不能點破、似夢似真的影像令我著迷。如月色在水波中瞬息變幻、遠山燈光如大車輪、雲霧瞬息萬變的形象等等

，啟動我的思考、靈魂的馳放、讓我的視覺感官得到真正愉悅，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由、隱密、具有不清晰的曖昧美感，彷

彿是我的另一個私秘的世 界、靈魂的住所。 然而在世界中，這些影像是什麼所造成的？在精神意識上，又意味什麼、存

有什麼地位呢？在藝術上，人們又如何應用其非現實影像，創作出不管對心靈、視覺、生理的衝擊，影響人的再深入思考

，提供人們更寬廣的思路。 中國則崇尚自然、感性、是對大自然的歌頌，人的情感與自然的相融。進而有各自抒發的方式

，是一種抽象性、意象性表現，乃是不可見、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感性境界。在中國的山水文化中，便是充份利用這種獨

特的審美經驗和藝術形態，造就中國獨特的精神風貌。而我的創作方向則偏於中國式的思維去開發我與自然的緣繫。 關鍵

字：幻、緣、有、無、氣、形、神

關鍵詞 : 幻 ; 緣 ; 有 ; 無 ; 氣 ; 形 ;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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