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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創作研究以「城市漂鳥」為主題，創作者長時間在外地求學，經常往返北、中兩地區，創作者對居住城鎮的土地認同感

、家中親友的思念，及瞬息萬變的生長城市，進而轉化為創作的原動力。透過具象的「鳥」、「五角星」⋯等圖飾，來傳

達內心對生長環境的深層寄託，並企圖以擬人、象徵的方式，將創作化為思念之意象。

論述主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為了解當代藝術思想，及其創作表現形式，以明白當代繪畫相關創作形式與方向；再者則

是透過文學、歷史多方面理論之探討，引以做為創作思想之依據，並探究個人的創作理念與風格形式；最終是對個人創作

更進一步的分析，並獨創自我繪畫風格，及統整創作形式，以期能透過創作達到情感與記憶之再現。

關鍵詞 : 城市漂鳥、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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