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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森情�心語」，乃為個人繪畫作品之創作理念研究，一方面藉由林木各種環境場景的面相與多重人生歷程的交揉

，作為生命經驗及場景的隱喻來進行創作；另一方面以美學、心理學、藝術理論及藝術家作品論述作為學理基礎，並且透

過自我對話的心靈剖析，作為創作的內在結構。作品以童年回憶與生命體驗為素材，觀察林木與人存在現象的解析，由林

木蘊含之意境，表達自我的人生觀照，及對社會之主張和批判。創作形式，以寫實與超現實交互呈現，使畫作介於現實與

虛擬之間展現張力。十八幅油畫之實驗性創作，和自身內在潛藏的思維對話，並獲得了深刻的反省及認識；對於心理學之

潛意識與超現實畫派之間相關聯，與個人創作風格形式有透徹之理解外；透過創作實驗解析，促使個人繪畫創作擁有更多

的無限可能。

第一章：緒論，個人透過文獻研讀、繪畫創作，結合相關學理基礎和個人生活經驗，為衍生屬於自身之美學思想，表達人

與自然的微妙關係而進行本論文研究。

第二章：中西藝術家如莫內、康斯坦伯、常玉等名家，個人深深受其畫作之影響，本章除了闡述各畫家相關於本論文之形

式風格外，並揭示個人創作與各畫家相關畫作之關聯對照。分析各名家畫作與個人創作所蘊含的西洋美學、心理學理論，

藉由學理基礎之探討，加深個人創作之深度。

第三章：創作風格內容與形式技法的闡述，個人創作屬情感與幻想風格，形式技法之特點是使用寫實與超現實方式，林木

與人之關係呈現強烈意象對比；色彩構成，運用強烈對比色，或以灰色調做層次變化，呈現戲劇性對比或抒情式氛圍。

第四章：創作理念與作品解析，個人創作，以童年追憶與生命體認為題材，探討人和林木之互動，說明創作理念及其所要

表達之意象：《心之木》系列為林木與人生四季歷程相似性之比對；《夫妻樹》系列以夫妻樹蘊含之意符，表達現今社會

現象；《荒木》系列是以樹喻人之隱喻性呈現；《林木情懷》系列為人生經歷之回溯。

第五章：結論，本論文之研究透過對藝術理論及作品的辨析，重新詮釋藝術的表現和主張；並且對自我內心剖析有全面的

探索及釋放，有助於釐清創作中之思維脈絡；以類似影像合成之真實與虛擬意境，呈現表達概念－林木與人、事、物做結

合，傳達「尊重自然」之觀點，使得創作研究有完整的成果；也確立個人未來創作將以超現實和半抽象相結合，以嶄新表

現方式，開創藝術創作之路。

關鍵詞 : 林木、潛意識、現實、超現實、虛擬意境、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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