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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中對於作品的梳理，將早期傳統素描樣式呈現的黑、灰、白高低明暗調

子求得畫面合諧的作品，對應至本論文另一種直接在其作品中置入鬱黑的色彩，

藉以營造「黑」色彩在作品中，彰顯出更具自我主觀式的價值意義。就單純黑色

的運用，以「黑」為主的要元素，深刻影響了自我繪畫的審美及創作狀態和手法，

導致追求單一的美，主體上捨棄色彩，而以黑代色，從中得到最超然、最自我解

脫的機會。它在轉化生活、情感上，通過「黑」的揮毫，啟迪靈感的思維，也體

悟出自身心智狀態的逐漸成長，也更感悟出在現代的藝術洪流之中，自身創作存

在價值的渺小。	  

	  

 

	   	   	   	   至始至終創作依然是最真實的表白，反映自我深層的思想觀點，透過相關領

域之學理的參照下，逐一釐清內在對於繪畫表現的意念，也在理論架構不斷剖析

探討的輔助裡，調整自身創作歷程的變化，不僅能客觀地自我檢視，暫離跳脫創

作時的糾結，也能在理性冷靜退一步的觀察中，除去偶然侷限的干擾，反能見到

事物的本質面貌，深獲更多創作經驗的價值。現階段的創作由蟄伏、發想、實踐、

到詮釋的過程，創作理念仍再持續發展變化，對於空間語言的提煉及膠彩的變化

運用，盼望藉實踐與反思再達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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