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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裝飾」在原始人類的生活中並不具備必要性，最初只是單純的留下記號，當記號加入藝術的成分，便開始產生「裝飾」

的概念。在裝飾的藝術裡，色彩、技法和紋飾三者可說是較為重要的元素。其中「紋飾」是一種隱含意義且具象徵性的裝

飾。「圖像學」的研究指出所有的圖像除了外在的形象之外，還包含了存在人類記憶深處的意象。「紋飾」如同刻畫在器

物上的密碼，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中代表著不同的意義。「渦漩」是紋飾中最常見圖形。探究其因即可發現，無論是從天文

地理或是風土人情各個不同的角度來觀察，其實在我們生活的四周，或是從人的身上，都可以發現「渦漩」的蹤跡。無論

是天渦、地渦、人渦等，都是把自然萬物的「動」轉化為心理的感覺。 因此選擇「渦漩」為創作的主題，透過個人的觀點

，以繪畫的方式表現具有活力、動力，蘊含著生命力的自由圖形。並嘗試使用各種繪畫媒材，創造新的視覺感受，透過不

同於一般繪畫的表現方式詮釋作品，引發觀賞者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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