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上隆藝術創作之研究

賴紀方、林玉山

E-mail: 9708010@mail.dyu.edu.tw

摘 要

村上隆為日本二次大戰後少子化下的團塊世代藝術家。日本戰後工業社會的逐漸發展，產生無可抗拒的次文化與反文化風

潮，也使藝術發展走向另一個開端。村上隆以商業為導向的藝術創作、行銷方式以及有關藝術理論之論述，受到各界兩極

的評價。本論文試圖透過村上隆的成長歷程、時代背景、藝術創作理念、藝術創作策略管理理論，來探討其創作風格之形

成與發展和對當代藝術的啟發和影響，進而確立其藝術的表現與價值。 　　全文內容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敘述研究動

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以及名詞釋義；第二章為文獻探討，蒐集有關村上隆藝術創作的根源與理論加以分析比較；第

三章探討村上隆藝術創作歷程，學校教育、動漫畫製作對他的影響及其藝術商業化的模式；第四章則探討影響村上隆藝術

創作的時代背景：二次大戰失敗、工業文明、日本社會的改變與御宅族次文化對其藝術的影響；第五章分析歸納村上隆藝

術創作的五項特質：大眾文化影像複製、御宅族爆發力、精緻與團隊量產化、消費取向藝術創作、跨越藝術界線，並深入

探討；第六章分析後現代主義思潮對於村上隆的藝術行銷的影響；第七章結論中界定村上隆對當代藝術的影響以及獨特的

價值。 　　村上隆走出「為藝術而藝術」的象牙塔，回到生活美學的基本訴求，透過動漫和當代藝術的對話，親近更多的

群眾，也更凸顯當代藝術別於現代藝術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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