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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類歷史文化中，形形色色的藝術作品，可說都是走過人間歲月留下心靈活動的痕跡。藝術家以自我為中心，畫出內心

真實的感受，捨棄了描繪可見的世界，而以情感的抒發來取代。故而，藝術品不只是物品也是一種語言，猶如繪畫透過形

式、線條、色彩和材質，來傳遞思想、故事和對世界的探討。 隱喻為真相的代言、事實寫真的一種詮釋與溝通方式。以美

感經驗來說：隱喻不只是語言的修辭，它還攸關概念的結構，牽涉我們經驗的所有面向，包括我們對顏色、形狀、紋理、

聲音等感官經驗。本論文藉由梵谷的繪畫作品，嘗試探討隱喻在西方繪畫中之情感與形式和其對後世的影響。 綜前所述，

從梵谷的生平、繪畫作品中探索其創作理念、表現內容與形式外，並加以分析研究梵谷代表作品的獨特性與創作的精神價

值。論文共分為四章，除首章為緒論外，各章之研究重點如下： 第二章：梵谷的生命之鏡，分析後期印象派沿革與特色，

探討梵谷與同後期印象派畫家之異同點與創作歷程。 第三章：梵谷繪畫創作隱喻之探討，先定義隱喻之意義與其作用與價

值，研究梵谷繪畫的表現內容與形式，並從其繪畫創作特色與畫風的演變中，對繪畫作品中隱喻的情感進行探討。 第四章

：結論，除總結全文外，從中建立新的審美觀，亦期盼本研究成果能提供觀賞者在欣賞藝術作品時之參考。 關鍵字：梵谷

，隱喻

關鍵詞 : 梵谷 ; 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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