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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篇論文主要是論述筆者的繪畫創作「零的所在」的創作觀點，以「零」的圖像符號與引申的意義作為創作的思考靈感。

論述共分為八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自我創作的歸納與分析」，講述「零的所在」創作動機與精神、創作目的

與創作範圍；第三章為「學理基礎」，以創作方向、美術史、美學基礎理論舉出抽象主義的影響、極限主義的影響、東方

文人山水畫的影響與日本的物派（ＭＯＮＯ－ＨＡ）的創作與形式影響，作為與自己創作理念的分析與引證；第四章為「

創作依據」，以符號與符咒、曼陀羅、心理學的潛意識觀點與禪的美學觀的解析我的創作觀點；第五章為「創作表現形式

」；主要說明製作技法以及作品形式所呈現的意涵；第六章為「與他者異同論述」，說明與其他藝術創作者作品的影響與

差異性；第七章為「自我創作理念論述」，講述作品創作理念的原初構想與深入分析自我心理；第八章為結論，說明創作

對自身的意義與對藝術之路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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