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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創作動機與目的  

 

 

    當代性的繪畫與傳統媒材間的碰撞，一直是學期間思索的問題，無論是傳統

水墨或是膠彩，「當代性」幾乎是無法迴避的歷史難題。然而，「當代」既是歷史

的時間、空間所造成的分野，亦是技法與思維方式區隔的語彙。不能否認，當代

藝術的議題導向，爭奇鬥艷的畫面效果曾對創作造成很大的干擾，幾經思索想回

到最根本的繪畫問題去突破1。 

 

 

    一般說來繪畫有兩件重要的事，一個是視覺，一個是心靈，用視覺觀看自然，

然後再以心靈的邏輯來統御我們的感覺。這樣的創作模式屬於基礎的繪畫方法。

傳統的寫生訓練就是這樣。然而，我以參照前人的創作語彙及成果作為個人在文

獻探討統整的角度，替代對大自然的觀察，企圖將傳統水墨中的山水題材拆解與

分析後，將其凝鍊為抽象性、表現性甚至具有象徵性的意味，由於中國傳統水墨

在繪畫技法上本來就有筆墨以及程式化的法則，利用此特性將空間布局予以幾何

結構化，深入探討各個形象之間的基本關係，並運用筆觸、疊加、及明暗的深淺

佈置，使畫中不同於所見過的山水景象，期望產生一種不確定感，並且與自然外

在的空間關係有著隔世般的場景，屬於一種超驗2式的感官體驗。 

 

	  	  	  	  	  	  	  	  	  	  	  	  	  	  	  	  	  	  	  	  	  	  	  	  	  	  	  	  	  	  	  	  	  	  	  	  	  	  	  	  	  	  	  	  	  	  	  	  	  	  	  	  	  	  	  	  
1
  當代藝術（Contemporary art）通常有兩種意涵，一個是指目前這個時代正在實踐中的藝術風格 

  ，另外一個是指從 1960 年代後期開始到現在 21 世紀的藝術。我在這裡指得當代化，較傾向一   

  種動態的生產過程的嘗試。參考自許淑婷《論 1985 年以後台灣膠彩畫之當代性–以李貞慧、 

  王怡然、饒文貞為例》，頁 58。 
 
2	   	   人的認識能力，必伴隨種種不同的經驗。經驗的方式又包括閱讀與現實體驗，但對於所經驗	   	   	   	  
	   	   的狀態又分為三種：超驗、先驗、後驗。超驗就是超出體驗之外的，一般人無法共同體驗到以	  
	   	   形成普遍共通經驗，如神、鬼的存在，夢境。超驗活動可說是一種主觀真實，即使有不同的人	  
	   	   宣稱他們各別經驗了共同的超驗活動，如聽到神的聲音，但仍然難以由第三人檢驗他們是否聽	  
	   	   到了同樣的聲音，因此超驗所宣稱的真實，是主觀的，信者恆真。	  
	  



	  

	  
	  

2	  

 

    我的創作強調反覆的繪畫過程，每一個繁複的動作，每一個筆觸，每一個造

形，到作品整體形的構成，主要靠繁瑣的重複性疊壓和思考重構的痕跡組成。這

創作過程像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在面對繪畫時所達到最高

心靈顯現的形上幻影，也很像傑哈．里希特（Gerhard Richter，1932）作畫過程

不斷強調，他如何思考繪畫的原則、分界可能性，從而重新詮釋繪畫的條件。他

曾說：「我想要圖像最後的樣子，是沒在我計劃裡的那個樣子；而我也很樂見於

圖像裡面，有比我想像中更有趣的樣子」3。我的創作也是如此，不是以某個預

想的形式當作終點，而是朝著未知的圖像前進。 

 

 

 

                 圖 1  傑哈．里希特〈Women in Garden Swing〉，1968 年， 

                 油彩、畫布，95x115cm。 

 

 

在層層覆蓋堆疊中，企圖利用作品上的痕跡與顏色的層次，建構出某種空間

意象；讓縝密計畫下的創作構思也能產生不可預期的偶然性表現。此外也利用這

繁複重疊的創作過程，凸顯潛在的敏感思緒，在極繁中達到極簡的藝術高度。 

	  	  	  	  	  	  	  	  	  	  	  	  	  	  	  	  	  	  	  	  	  	  	  	  	  	  	  	  	  	  	  	  	  	  	  	  	  	  	  	  	  	  	  	  	  	  	  	  	  	  	  	  	  	  	  	  
3
  王焜生〈不斷衍生信仰與質疑的變異者 : 傑哈．里希特〉，《典藏今藝術》，151 期，頁 176–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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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範圍與方法 

 

 

    本創作論文的學理探討，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主要採取文獻蒐

集整理、圖文並陳方法，針對中西方有關空間表現的史料或理論做一系統性的歸

納與整理，可佐證在創作思考的根源。以及對古人畫作的內容進行深度的理解，

有助於作品圖像所解讀出的意涵，不只是表現出作者本身的理念與觀點，甚至能

賞析出當時代畫家所處的時空環境，與畫家產生跨時空的交流。依據收集之文

獻、繪畫理論、學者專書著作、圖錄等資料之記載進行分析與探討，以輔助在論

文主題的結構思維的表述，清楚傳達出本論文研究的中心；整合理論的回顧以了

解不同理論對此論文主題的觀點，以期之後進一步實踐在創作上。 

 

 

    第二部分以分析法的方式回溯面對自身創作歷程緣起、過程與終點。分析創

作歷程裡的經驗與感受；實地的摸索、試驗、探索實作與自我心理感知的密切呼

應，並藉由從過往創作中涉取的養分以轉化成創作時所需的能量。不同以往的界

定與發現，在創作意念醞釀的同時，藉由相關學理的研究整理，理清不時陷於混

亂的心理狀態，認識更多自我探尋的途徑與有效方法，能有不同以往的界定與發

現。 

 

 

第三部分是本創作主題「鬱黑」膠彩創作研究，從黑來敘述作品本身所欲傳

達的效果，從潛藏內在層面的黑來敘述自身在創作上對於「黑色」的意義，以及

「鬱黑」總體的意涵。應用於繪畫表現上，所採取空間分析探究及創作實驗法，

能以體現創作主題「鬱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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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西方繪畫空間表現 

第一節 現代西洋繪畫的空間表現 

 

 

    「空間」一直是繪畫所欲表達的重要課題之一，從歷史的角度，可探知中西

方繪畫史對於空間詮釋的研究與演化，並以釐清自身創作中對於空間表現的歸屬

及開展。 

 

 

    繪畫是空間認知的再現方式之一。繪畫畫面構成的一個重要因素牽扯到空間

佈局，畫家得以透過佈局去創造它所呈現的特定秩序或角度，試圖在畫中提供觀

者某些特徵，讓觀者進入所描述的範疇內，這些在同一平面上的諸多元素透過這

種描述的作用建立在一些繪畫的基本常規中，例如透視系統，而產生類似真實世

界的深度，這是繪畫所建立的空間模型。 

 

 

    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前，繪畫本身是繪在建築壁面空間上，描繪的空間形式沒

有特別被當成一個獨立部分來思考，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發展出一套具科學性的線

性透視法來呈現真實的物理空間，將繪畫形式建立在客觀的視覺基礎上，要求人

的眼睛與物象之間視點的固定，於是西方繪畫的形式才開始形成，進而影響到十

九世紀末。但就繪畫形式以固定視點的透視畫法的客觀世界的呈現，不再是能夠

表達物象的所有真實性，以及滿足當時代對空間的要求，有些畫家便開始對這種

受自然環境制約的透視表現方式產生質疑，甚至加以否定，進而不再受制於再現

自然的深度空間形式為目的，轉而追求繪畫空間表現上的自律性。於是現代4繪

畫開始逐漸擺脫固定視點的線透視法進而轉向移動視點的空間法。     

     

	  	  	  	  	  	  	  	  	  	  	  	  	  	  	  	  	  	  	  	  	  	  	  	  	  	  	  	  	  	  	  	  	  	  	  	  	  	  	  	  	  	  	  	  	  	  	  	  	  	  	  	  	  	  	  	  
4
  就藝術史而言，「現代」（Modern ）指的是1880至1960年間的時期，並且被用來描述在這時 

  期所創作出之藝術風格與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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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繪畫的發展直到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對繪畫造形

本質上的重新思索，觀察物體與空間的關係，描繪由不同透視角度觀察到的景

物，其嘗試對同一物象採取各種角度與繼時性5的觀察，在連續時間性的觀察，

並且將觀察到的畫面分割重組在平面的畫面上，這種表現空間的思維相繼影響到

後來各種風格的畫派。    

 

 

第二節 保羅．塞尚的空間表現 

 

 

在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之前漫長的藝術史中，幾乎所

有的畫家都把焦點集中於再現客觀對象上，畫家本人成了模仿自然的追隨者，不

論中、西方各種畫派的演變，都在追求視覺上虛擬的、仿真的物質空間，自然地

追求畫面上的深度與立體感的表現。但塞尚違背了傳統的藝術觀念，完全憑自己

的觀察進行創作，有意識地將焦點轉向表現自己所理解的世界，以結構與色彩組

成對象。正由於塞尚這種繪畫的主觀性改變了整個西方藝術進程，對之後的藝術

家帶來觀念上的震撼，並導致了藝術思想的解放。 

 

 

    塞尚對於繪畫空間的追求，就從長時間探索聖維克多山（Mont Sainte– 

Victoire），利用不同位置、角度觀察物象，同時空間位置的轉換即隱含時間因素

的存在，就畫面反覆結構又抹去的過程，形就一件件永恆性的畫作（圖 4、圖 5）。

塞尚強調繪畫的純粹性，重視繪畫的構成，透過繪畫，他將他理解的自然轉化成

一種空間形式，並將肉眼所見的視覺影像重組構成空間性，客觀地探究自然裡的

景物所含藏的幾何性質和構成造型。 

          

                   

	  	  	  	  	  	  	  	  	  	  	  	  	  	  	  	  	  	  	  	  	  	  	  	  	  	  	  	  	  	  	  	  	  	  	  	  	  	  	  	  	  	  	  	  	  	  	  	  	  	  	  	  	  	  	  	  
5	   	   在時間傳述的內涵上是時間的“繼時性＂，為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所採取的極度主觀性地「多	  
	   	   時間、多面向」的並置表現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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