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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藝術是人類文化的具體象徵，代表一個國家文化之精髓，亦為個人思想與情感作用的疏發及表達。一件藝術品的呈現，需

經過原創者的苦心構思與實現，由內創品到外創品的產生，依其形、色、意、光線、空間、透視、技法及媒材的組合運用

，與其潛藏在心理所欲表達的隱喻象徵性意義，皆是一種藝術精神性的心韻象徵。 在繪畫表現中，筆者使用了雲、水流、

白色的花、彩色繽紛的畫面和黑夜汽車尾燈的街景，作為隱喻的象徵物。誠如飄浮在空中的雲，有捉摸不定的感覺，隱喻

個人對命運的未知；潺潺流水象徵不可預知的將來，會流向何方？白花是純潔的象徵；如同純真的少女，在寧靜中沈思，

然內心是澎湃而飛揚，滿溢著期望與幻想；在水邊撥弄水波的少女，水波的漣漪象徵心理的起伏，是期待和憧憬？是惆悵

和懷念？如同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無名的憂鬱？創作中繽紛的畫面和黑夜裡急馳的車燈與街景，象徵人生如同走馬燈

的多變，難於應對的無奈心情。 筆者以寫實的景物，用來象徵心中的感情。透過藝術的創作，更能挖掘潛意識的自我，透

過色彩、筆觸的肌理和物像位置配置的構圖，所產生的效果，窺視了自己原來不自覺的自我。作者的技巧尚不純熟，繪畫

史上象徵派作家，其細膩逼真人物的描繪力，尚望之遙遠，但是這些皆為筆者盡心盡力之作品。

關鍵詞 : 象徵、形、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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