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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十九世紀以來，人類始企圖用一套套自成一體的框架對萬事萬物加以統一及邏輯化。本文目的即是將這種理性思維運用

在繪畫藝術領域中，為以追求清晰性為目標的符號學(semiotics)在繪畫藝術領域做實驗性的藝術符號系統開展。本論文中的

「符號化」正是期望以一連串更精簡的「符號」，來協助設計人更快速地親近、並有系統地閱讀繪畫藝術。 取益藝術教育

家伊登（Johannes Itten）執教時，創建的一套造形分析法則，以素描的方式臨摹原創，深入體會畫作。依據伊登所提出的

繪畫藝術的三種秉性：印象性、結構性、表現性，對畫作類型進行分析，於重新描繪時，加強其特性的表達。以二十世紀

的藝術大師畢卡索多變風格的繪畫創作為體，進行繪畫藝術「符號化」的工作，並釐出執行實驗符號化時應著重的要點。 

「繪畫藝術符號化」是企圖以一系列的視覺符號作為浩瀚長河中藝術作品的索引或代號，幫助設計人在面對繪畫藝術的累

累碩果時，有一個羅列清楚的資料庫可以瀏覽，免於對藝術有以偏蓋全等知識貧乏之虞。本論文的最終研究結果，發現其

意義並不僅在於製造這擷取藝術碩果的捷徑，也挖掘一個更真實親近藝術、學習藝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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