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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探索影響哥雅意識擴張與精神幻化的獨特創作因素，和其對後代的影響，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１）探討哥雅創作

風格的演變。（２）探討哥雅藝術創作中，具有意識上的誇張及精神性的思維做 深入的研究。（３）探討哥雅的創作與當

代藝術的差異。（４）探討哥雅的時代意義及對後世的影響。 本論文除了探討哥雅的生平、創作理念、表現內容與表現形

式外，更加以分析研究哥雅意識擴張與精 神幻化的凝聚代表作品。「意識擴張」的代表作品：（１）理性入夢引來群魔。

（２）「驢子」為主 題的狂想系列作品。（３）巨人。「精神幻化」代表作品。（１）里歐卡蒂亞。（２）聖伊特朵的朝

聖者。（３）撒旦吞子。 哥雅的天才與內涵，隨著不同詮釋的發現，有著深不可測的深度；筆者持續的探索與發現到以下

點： （１）哥雅的作品中，光線與色彩的運用是後來印象派的啟蒙。（２）作品結構與構圖對後代畫家的 影響深遠。（

３）開啟版畫創作先驅，影響後代畫家。（４）顛覆傳統美學，塑造新的審美標準。整 體而言，他是一位傑出的肖像專家

、天才的創作者、社會評論家、極具內涵的思想家，且無疑地，是 一位影響後世鉅深的前衛藝術家。

關鍵詞 : 哥雅，意識擴張，精神幻化，版畫，黑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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