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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藝術的表現是創作者內在的驅動，藝術的美應該是經過沉思與洗練，創作作品更應該是作者千錘百鍊之後的結晶。希望藉

由自然環境的觀察將客觀的自然情境與主觀的生命哲學交融之後，以繪畫傳達個人對自然的關懷，以及對生命的省思，最

後提升到內在本質的探討。在創作的過程中反覆思索及試驗，以印象主義為基礎，跨越到以個人主觀的表現形式，嘗試以

實驗性的創作方法，透過打底時肌理、質感的不斷試驗，尋求繪畫表現能具備更多的靈感及創意。 本研究分為五個章節，

論文的架構如下：第一章闡述個人的創作動機、目的及研究的流程及架構。第二章以創作思想為主軸，引述相關理論、流

派及藝術家的思想，建構個人創作理念以作為創作實踐的依據。第三章針對創作形式、內容、技法及使用媒材，如何適切

的運用轉換為創作的元素，詮釋理念與實踐的關係。第四章將創作作品以系統化的方式，分別就創作理念、使用技法做個

別分析說明，並以畫作驗證先前的理論。第五章結論則以創作省思與展望未來，闡述個人在此創作歷程獲得的想法及經驗

，期許自我開創新的繪畫語彙與新的視野。 關鍵字：自然，觀省，轉化，移情作用

關鍵詞 : 自然 觀省 轉化 移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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