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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研究主軸，旨在藉由個人創作過程，以女性主義的觀點來檢驗婦女角色及社會家庭分工的反省和批判；以現代女性

的生活經驗及女性意識為探討，透過美學邏輯思維表達個人情感。創作主題以自我回溯生命經驗及探討女性對生活、生命

體認所產生心境的轉變為主，藉由創作過程作為外在書寫及內在對話的工具，並確立研究方向，其成果更讓我對女性主義

及身體經驗的內在意識有更深刻的認識。

本論文以女性角度探索現代的職業婦女，面臨社會及家庭多重角色的扮演問題及轉換時的情境和壓力。期待在創作上真實

的呈現女性心中的感知，亦即是筆者內心世界的自我剖析與呈現。在創作上藉由創作的過程中自我與外在表現的對話，並

透過巴比松畫派對自然寫生、光線變化，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後期印象派忠實於藝術家主觀個人的感受和經驗，以及日

據時期台灣藝術家、女性藝術家對家鄉、親情、女性心理⋯等內容作探討，協助個人了解自己在創作上潛藏的特質，佐證

自己的繪畫創作理念。創作過程中不斷的嘗試與辯証並從論述的工作過程中確立了個人的創作及所欲傳達的意念包括：作

品試圖呈現女性內在思維、傳達女性對生命延續的體認、省思在家庭結構中女性扮演的角色、詮釋女性在婚姻與家庭中女

性的意義與意涵、撫癒心靈與建構對話的橋樑，也是我創作作品中的主題。

本研究與創作，運用女性細膩婉約的特質及敏銳善感的心，去詮釋女性成長過程心靈的對話，傳達女性較不易為人察知的

一面及女性心靈最脆弱與最原始的「自我」狀態，顛覆傳統男性思維下的女性意象。此次研究主要以油畫為創作媒材，未

來將嘗試運用多媒材，希望更能傳達女性的心中意念及讓人去省思女性的角色和社會家庭地位的辯証。

關鍵詞 : 女性論述、女性藝術、女性心象、女性社會、家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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