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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真性與感性的真誠演出就好像一齣深得人心的好戲，存在的感覺是一種真性的表現，而生活的態度體驗就是最美的感性，

用生活的態度來體驗存在的感受，讓自我的作畫原動力藉由真性與感性的纖細思維，持續自我的創作活力，發揚自己存在

的感覺。 本論文以內在蘊含的精神層面與自我的審美感官作繪畫創作的探討，將美學基礎以外的另一種藝術態度，作頗析

自我創作繪畫的動力來源，以本身的質性與外在文化環境的衝擊，將創作作品的構圖表現以生活中的態度作現代性與文化

性的結合，用思索與探尋的獲得作更深一層的表達。 本論文的結構除序論與結論外，尚有藝術創作的動機與目的、藝術創

作的態度、創作的理念、構圖的表現、作品創作說明與欣賞等自我的創作內涵與表現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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