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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藝術創作是人類最珍貴的感性活動，中西藝術家都在追求更豐富、更精緻、更有內涵的藝術境界。筆者因家學淵源從小學

習書法，又進入台藝大研修國畫，常思索如何能融會中、西繪畫精髓，有朝一日成為一位全能的畫家。本研究就是在此種

期許下，以「造形、線條與色彩的意象轉念」為題所作的一種嘗試性發展與實踐。 筆者在研究過程中，一方面研讀中西藝

術史、美學、創作技法及一些大師前輩的繪畫歷程；一方面嘗試以書法與國畫技巧，融合於水彩和油畫之中的複合媒材表

現，兩年來心喜新探索頗能有所獲，同時也深感藝術世界浩瀚無涯，美的追求永無止境。 本研究創作分：書法、水彩、油

畫三系列，共計二十八件。筆者一方面期許自己在創作中賦與「造形、線條與色彩」的意象轉念，有階段性的創新表現，

另一方面希望這次的試探和實驗，能夠引導筆者走向「意象轉念」的新發展，並建構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

關鍵詞 : 意象、轉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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