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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創作論述，係由筆者自生活經驗中體會樂音及自然界天籟之美妙，久之心靈上與之產生共鳴而感動，遂嘗試透過想像力

以視覺藝術來捕捉，主要以油畫創作來實踐，得以滿足內心審美需求。 本文首先論及研究動機與目的、創作思考方向與範

圍及創作學理基礎；其次探討創作理念與主題技法及作品分析與詮釋；最後是結論與展望。研究範圍從2006年至2008年間

以「天籟意象系列」所創作的系列作品，透過創作實踐並輔以理論分析，從大自然的樂音（瀑布、落葉、風聲、海浪、蟲

鳴鳥叫等）及音樂會意象（小提琴、大提琴、法國號、豎笛、長笛等各項樂器獨奏、樂團合奏、歌劇、舞蹈等）、音樂圖

像畫等譜出的「天籟意象系列」的繪畫創作主題，來探索內心真實的表現形式，並經由創作的釐清與建構，思索未來創作

延伸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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