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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圖 24）： 

 

    從上至下的俯視角度，看到的是穿透水溝蓋的內在的東西。現實界的水溝蓋下的

世界有怎樣的東西，就像內心的世界是什麼的令人疑惑，因為沒有人會願意去看也沒

有人有興趣去探討這個隨處隨地都存在的不高尚物件。經過的時候，也只是睥睨的瞄

一眼，可是人不就是這樣的生物嗎？只看表象就輕易下判斷，其實這樣是多麼可笑無

知，人的本質就如同水溝蓋下方的空間，它可能清澈也可能汙穢。但未進一步接觸之

前，沒人能夠知曉本質為何。本質是虛幻的，因為人是多麼善於隱藏本性，用假象去

討好外在世界比起用真心對待來的討喜，是這個世界暢行無阻的法則嗎？ 

 

 

（圖 24）周依璇〈本質〉2008年  膠彩、箔、紙本  60.5×7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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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圖 25）、〈掙〉（圖 26）： 

 

    水溝蓋以單點透視的方式，鋪陳視覺上猶如道路由近至遠的呈現，轉喻人生旅途

上的「道」。〈困〉、〈掙〉意指人類心理層面的矛盾，也是某種人生必經的軌跡，就

如同〈困〉與〈掙〉字面的意思。當人的意識感覺到困頓時，如同溝蓋下方的雜草

無法突破困境，只能被掩埋在俗世的紛擾中，永遠無法邁向自己的目標前進。可是當

人自我的意念轉換，便可掙脫本來一切束縛，坦然向自己選擇的道路邁進，面臨下一

段生命的考驗及旅途。 

 

〈困〉及〈掙〉在箔與箔交接的箔足產生視覺的斑剝感，希望在一塊塊箔與箔

交會組成的水溝蓋達成一種猶如道路之感受。這樣的意念移轉來自於東山魁夷的〈 

道〉，他所描寫的「道」指的是對繪畫與人生的領會，並非只是單純描寫外象的風景；

而是以「知覺」體認自我的心象風景，就如東山魁夷說到繪製〈道〉這張圖時： 

 

道路有兩種狀況：有時是回望走來的方向，有時是面對其前進的方向。我想描

繪由此向前的道路。面對平緩的上坡時，我們頓時有由此走向彼處的感覺。相

反，再看到下坡時，又容易產生回望走過的道路的感覺。 

在表現這條道路時，我想像為由此前進的道路，但時而又作為走過的道路來看 

。這一交織絕望和希望的道路，既是旅歷的結果，也是重新起步的征途。它既

是通往未來的憧憬之路，也是誘發懷舊的鄉愁之路。1 

 

這樣的意象深刻在我內心產生迴盪，我的「道」是什麼？或許仍然在逐漸摸索中。

〈困〉與〈掙〉是研究所時期的最後兩件作品，為我這段時間的真實體驗暫且劃下

一個段落，也為未來的生命提起原初之勇氣繼續前往下一站。 

                                                 
1 劉曉路 編（2001）。《東山魁夷論藝》。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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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周依璇 〈困〉2008年 膠彩、箔、紙本 117×91m 

 
（圖 26）周依璇 〈困〉（局部）2008年 膠彩、箔、紙本 117×9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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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周依璇 〈掙〉 2008年 膠彩、箔、紙本 117×91m 

 

（圖 28）周依璇 〈掙〉（局部） 2008年 膠彩、箔、紙本 117×9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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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繪畫已經佔據目前生命中一半以上的時間。初學繪畫之時，始於事物專注的摹寫 

，仔細再現出體感、量感，極力追求一種視覺的幻覺；直至大學接觸中國繪畫的「以

形寫神」的觀念，於是內心對於繪畫遂產生許多疑惑。藝術是什麼？在眾說紛紜的當

代，裝置、影像之五光十色的瀰漫於藝壇，自己仍然繼續在繪畫領域摸索，有時矛盾

的情緒猶如波濤般湧現，雖然每次在創作時還是慶幸自己從事的創作是繪畫，可是身

處當代的我不由得質疑，繪畫所承載的歷史使命該是什麼？ 

 

林宏璋在＜再訪最後的出口：繪畫＞文章裡，談論到藝術家兼評論家的羅森（Tho 

-mas Lawson，1951－）企圖從定義繪畫來找尋繪畫語言的出口，相對於其他的素材，

繪畫作為一個表現的媒材，它所顯示是一個自我指涉的論述系統。換言之，是一種為

己的存在（being-for-itself）。2當下的自己為何選擇膠彩畫這個媒材，在「為己的存

在」上有著外部及內部的意含。外部來說，筆者從膠彩畫中看到繪畫的可能性。這個

複雜的媒材，具有東西方文化之因子，它在當代漸漸開出多樣的花朵。膠彩畫可接近

隱逸的東方思想；也可以傾向西方的視覺感官；也就是這樣特殊的屬性，讓內部意識

中的衝突矛盾可以化為對繪畫的表述，將自我身處在當代環境的不明確感，藉由膠彩

傳達出自我的意念融合。 

 

    對於筆者來說，繪畫無法視為一種只是現實界的再現，但也非像古人所言的「成

教化助人倫」此等為社會而藝術般神聖。繪畫對我來說，是生活感知的擷取。藝術就

猶如一面鏡子，透過這個介面反射自己，照出原本雙眼看不到的自己，將認識自己成

為外界的一部份。能夠讓自己產生體會、感動、領悟的都是生活周遭的一切事物，「活

在當下」不是只是盲目的活著，而是將自我體認到的觸點發揮到極限。但也在經歷外

                                                 
2
 林宏璋（2005）。＜再訪最後的出口：繪畫。＞《2005國際研討會：當代藝術中的繪畫課題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105-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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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紛擾後讓自己更想回歸單純的心中世界。 

 

    將生活的視線投入另外的空間，藉由反射及穿透的現實界事物牽引知覺的現象，

讓這兩種狀態促使自我能夠直接面對「人」皮表下的內心世界。無論是對外的反射狀

態或是對內的穿透狀態，都讓我對世界某些部分有更深層的認知。這些的認知產自於

諸多的訊息，含括外在因子給予的反對意見，這種反對意見對於自身來說無疑是不能

抵抗的壓力，然此種壓力像是白蟻啃食樑柱般，默默無聲卻足以使人像房子一樣瞬間

崩塌，為避免內在心靈被白蟻侵蝕而不自知，繪畫創作成為從不愉快的感知中紀錄著

完整生命敘述文句的媒介。 

 

      為什麼要去思考那些映像、那些鏡子呢？這些非實在的複製品是事物的變種，

如同球的彈回一樣，它乃是一些真實的效果。⋯⋯在世界中，存在著事物本身，

而在事物之外同時還存在著這種別的東西，它乃是反射光，它與事物有某種有

規律的對應，因此，它們是通過因果性外在連結起來的兩個個體。事物和其鏡

像的相似，對於它們來說只不過是一種外在命名，它隸屬於思想。3 

 

    藉由反射與穿透的「狀態」，連結研究所期間的創作與生活；而每一個狀態中筆

者感知到真實的現象，或多或少投射在生活所見的外象物上，將自我內在思緒隱喻在

外物上。也因為如此，知覺定為畢業創作期間最重要的前提，透過現象學還原的方式

獲得純粹意識的領域，將原有的刻板及既有的陳舊思想置入括號之中，重新認識世界

與人的關係；也就是「既從實在世界中純化出來，也從經驗事實中純化出來4」。將期

間知覺所誘發的心理層面意識，以繪畫的手法逐步研究自我內在的變化。 

 

                                                 
3 同註24，頁51~53。 

4 Edmund Husserl（2002）。《純粹現象學通論》（李幼蒸 譯）。香港：商務印書館，頁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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