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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繪畫所要表現的空間，各時代、各畫派各有不同的主張，從二次元的平面到多次元的都有。二十世紀的現代藝術在塞尚、

梵谷、高更的努力下，以二度空間的表現形式取代以往三度空間的表現。到超現實主義的表現時，又出現了多次元的空間

表現。可以肯定的是現代藝術家所表現的空間，都已不再是視覺客觀所見的自然空間。 繪畫的造形、色彩與空間的探討，

是許多畫家窮畢生之力所在經營的。筆者以自然界中的景物、人體與靜物為創作題材，以探討物體與空間的共存關係為創

作研究的目標。繪畫對筆者而言，亦是一種反省，一種追求，是一種生活的態度。藉由面對自然，構建出屬於自我心中真

實的世界。在觀照世界的同時，築構個人的人生價值與生命的向度。在不斷汲汲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尋找那屬於自己，對

於自然，對於自我生命價值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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