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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氣球，有時被誤植為汽球。自1824年於倫敦出現第一個橡膠氣球 後被視為一種玩具，1920年後才開始陸續出現氣球的扭轉

和塑形 。本研究為探討氣球做為一種創作媒材之特性、了解氣球藝術之 發展及觀賞者之藝術性感受，期望能為氣球藝術

創作整理一份概 括性的研究文本。 本研究第二章透過文獻探討對氣球藝術的歷史及發展進行整理。 第三章透過十四位共

八個國家及地區的專家深度訪談，了解藝術 家之創作理念。第四章記錄筆者實驗性的創作過程及創作理念。 第五章則針

對展覽觀賞者進行問卷調查以了解其認知經驗感受。 第六章則論述氣球藝術的美學及其藝術性並記錄義大利氣球藝術 年

會之參與式觀察。 氣球藝術做為藝術創作中的一個項目，數十年的發展之中在各國 出現了氣球藝術組織、認證、比賽、

年會等。而氣球做為一種創 作材料則具備容易學習、帶給人們歡樂、浪漫感受但保存時間不 長等特性。雖然其發展偏重

市場消費性，但正因為氣球藝術所獨 具之親民、公共性、市民性等藝術性感受，在運用該媒材創作的 同時更容易運用藝

術傳達讓觀賞者接觸藝術、學習藝術、參與創 作進而推動藝術生活化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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