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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當人生走過半百，許多的回憶常在無意之間湧上心頭，尤其是在作畫時，任何的景物都可以勾起綿綿回憶，如同法國文學

家─普魯斯特將其一生，寄情於《追憶似水年華》裡。我亦將個人的回憶透過繪畫創作，表達對過往人文景象的追思之情

，並抒發個人緬懷舊有時光之意念。 　 我出生於南台灣的北港小鎮，相對於北部的繁華景象，個人的成長背景與環境相

當地純樸。因此在藝術創作題材之主要表現，針對具有特色與傳統的人文風情，加以運用女性獨特的感性與懷舊的意識，

描繪出「記憶的空間場域」和「原鄉情懷」。根據班雅明的靈光(aura)概念與廢墟意識，是為我繪畫內容的理論基礎，從

而突顯「時間、回憶與生命」息息相關的「時間意識」。另外，出自女性畫家的天生敏感，也自然地在創作中表露出陰柔

特質與心靈樣態，這些特質在我的繪畫創作中，均試圖表現與眾不同之處。 在創作的形式與風格中顯現個人的獨特性。從

巴比松學派至象徵派等近代繪畫學派中，可一窺究竟。並且我試圖將這些不同的創作風格融合於畫作中，讓「回憶」之系

列作品之題材和內容，以「美」作為最真實的再現。本文主要的論述是，能夠展現個人獨特的「色彩語彙」，即以翠綠色

和紫色的對比色調，既是矛盾的、又帶有某種詩意般的夢幻組合，融合出繪畫的形式與內容，以求呈現現代藝術的各種多

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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