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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筆者以魚與鳥作為內心幻想的投射，使生命意象轉化為近乎抽象的造型，並用富律動性的筆觸，揮灑出浪漫與流動的原始

慾情，藉創作為溝通的橋樑，傳達出不願受拘束與牽絆的自由意志。 本研究主題共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提

出創作動機，探尋自己有別於他人與魚鳥的特殊聯繫。再者，於創作目的中，從心理學的角度，剖析原始藝術與內心追求

的相關性；第二章為「文獻探討」，透過了解神話圖騰之於人類的根源，來探索魚與鳥的文化意涵，並從抽象藝術的起源

開始，介紹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第三章為「創作理念」，探討神話是原始思維之於藝術家與個人創作的價值，並透過筆

者對追求生之律動的抽象繪畫表現，來闡述律動的創作風格；第四章「作品解析與詮釋」，提出二十三件作品解析畫作內

容和意念；第五章「結論」，提出筆者的藝術觀與對創作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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