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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創作理念與作品分析 
 

第一節  創作理念 
 

一、議題的產生 

許多美術史學家都認定藝術最終的目的是「解決問題」，視

藝術創作為一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任何時期的藝術家，

都企圖解決前輩們在創作上遺留下來的問題。 

塞尚主張：「以圓柱體、球體、圓錐體來看待自然。」描繪

所感知的現實。他的藝術是想解決印象派零碎的、主觀的現實

再現問題。立體派繪畫不但解構了形體，畫面上多樣的、同時

存在的視點，也解決了自文藝復興以來單一視點的迷思。杜象

（Henri-Robert-Marcel Duchamp 1887－1968）利用現成物品來

創作，解放的是傳統對藝術的觀念。這些藝術家不但解答了前

輩的創作問題，更開拓了藝術創作的新方向，擴展了人們對藝

術的觀念與視野。波依斯（Joseph Beuys，1921--86）更將藝術

與社會結合，他認為藝術應該為社會服務，他的「社會雕塑」

以語言、現成物、影像記錄來表達藝術家對社會、政治、環境

的批判。 

後現代的藝術家承襲了這個看法，他們不再以解決諸如風

格、形式等創作問題為職志，而以挪用歷史文化中的影像來批

判社會，呈現社會的病症和時代的脫序現象。雖然他們的作品

以「呈現問題」來表現，而這也正是他們「解決問題」的手段。 

經過最近幾年來對創作的深刻思索，我的作品逐漸轉向探

索自我的問題，關注社會的現象和關照自身歷史文化的源流等

方面，希望以創作的手段來解答下列問題：人如何面對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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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人如何界定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人類從過去的歷史

學習了什麼？我們這一代將創造什麼樣的歷史？現階段我的作

品主要圍繞在三個議題： 

1.戰爭議題： 

自古以來，大大小小的戰爭左右了歷史的發展的方向，也

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戰爭帶來了大量毀滅和傷亡，人們也

在戰爭中付出悲慘的代價。在戰爭的議題中，不在呈現戰爭的

殘酷景象，而是將焦點放在戰爭中的英雄，闡述英雄的處境和

困境，英雄如何面對不可避免的命運，以及戰場上勝利的迷思

與和平背後操縱的力量。 

2.殖民議題： 

台灣的歷史是一連串被殖民的血淚史，從十七世紀開始先

後有荷蘭人、西班牙人佔領台灣搜刮物資，以台灣作為國際貿

易的轉運站。而日本人更早在十六世紀末葉以來，屢次進犯台

灣，皆未成功，直到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開始了日本統治的時期。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戰敗撤出，國民政

府在接收台灣二年後，卻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三十八年大陸淪

陷，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直到現在台灣人民還得面對內部的國

家認同和中共的武力威脅，這些曲折、幽晦的歷史陰影，一直

如影隨形的附著在我們看似平靜的日常生活裡。 

    台灣被殖民時期，抗爭起義事件頻傳，殖民國常採取報復性

鎮壓而濫殺無辜，台灣人民犧牲十分慘烈。殖民議題的創作是

希望返回歷史現場，感受先民的委屈、憤怒，循著他們的足跡，

了解台灣走過的路，以為台灣目前的政治困境尋求解決之道，

並對台灣的未來作出期許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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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角色認同議題： 

從心理學的觀點，個體在社會中的人格發展與個人認同

（personal identity）的發展是同步進行的。當個人的認同產生懷

疑時，將影響個體在社會中的人格發展。個人認同就是指個體

對自己的角色認同，包括性別、身分等方面的認知與認同行為。

性別認同不只是認知性別差異形成的性別意識，更要了解文化

與社會因素造成的意識型態，產生對性別特質的認定。父權的

過度伸張，性別的不平等現象也是意識型態作用下的產物。身

分認同與性別認同息息相關，由性別差異引發身分地位的階級

意識與權力等級，區分了社會中的強勢與弱勢、主流與邊緣等

族群。在社會結構中處於弱勢邊緣族群的女性，對於角色認同

皆有一番無法釋懷的情結。 

這個議題主要是呈現角色的情結和認同的歷程。作者以其

強烈的女性自覺，揭示在文化與社會規範壓力之下，對於性別、

身分認同的矛盾情結，以及一連串尋找自我的心路歷程。這一

系列的創作就是一種記錄，記錄這個艱辛過程的所有困惑與掙

扎，記錄這漫長過程的一切自我觀照與內在思惟，這一系列的

作品就是自我成長的記錄。 

 

二、圖像的組構 

在藝術創作的構思程序中，從意象的出現、主題內容的確

立、圖象組構的思考、色彩的計劃、媒材的選擇、技法的操作

實驗等等，我以為圖象組構的思考是其中最應該受到重視的環

節。因為組構方式的思考，呈現出創作者對意象的思惟模式，

這模式是屬於線性思考抑或是跳躍式、拼圖式思考，思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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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將影響意象的表達方式，也決定了作品的風格。 

    在作品分析的部分，我特別列出每一幅作品所運作的圖象組

構方式，以說明我對作品意象的思索與處理。在創作中，我非

常強調作品散發出的能量，也就是讓畫面顯現出震撼人心的視

覺效果，吸引觀者的視線，牽引其內心產生共鳴的力量。因此，

在圖象的結構安排上，除了意象的思考外，造形與造形之間的

安排，注重視覺上的均衡和諧，更特別巧用心思，讓造形的組

合產生群組或對照的力量。 

在色彩計劃上，以對比原理來突顯主題效果，增強畫面的

張力。所運用的對比法則有冷暖對比、補色對比、明暗對比與

純色對比等等。在質感肌理的表現上，特別採用多種媒材混用

或多層次塗刷染洗的技法，以產生豐富的肌理效果與特殊的質

感。在表現手法上粗略分為三種:一是「挪用」部分、特定的影

像、符號，做為意念傳達的媒介。二是影像重疊，把多重且相

異風格的影像壓縮交疊在一起，達成雙重敘述，呈現「意義中

的意義」。三是影像的並置、拼湊與組合，畫面中的瑣碎片段在

結構上有集聚累進的作用，而在語意上有著如同「句法混用」

的功能，形成影像的意義在流動中持續對話。 

 

三、詮釋的缺席 

莊子曾用「酒杯中的水」來狀述語言的本質，如同水沒有

固定的形狀，隨容器而變的性質。67語言和語言的意義之間並

無固定不變的關係，它是隨著詮釋者的角度不同而變動、甚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7.張大春著，＜寓言的劍射向光影之間---一則小說的指涉論＞，聯合文學 13卷 7期（151期），

（1997.5），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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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轉。寓言性繪畫與其所指涉的寓意之間也存在著流動不居、

似是而非的關係，創作者在作品中並不提供明確的、固定的、

方便的解答，任何一個觀者，都可以用他理解作品的獨特方式

做自由的詮釋。也緣此因由，在作品分析時，我將不說明作品

中所表達的內容寓意，而以分析此作品創作主題背後的動機來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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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品分析 
 

作品 1：守護女神 

 

媒材：油彩畫布 

尺寸：130*193.5cm 

年代：2003 

一、形式結構： 

1. 圖象組構方式： 

大體上是以：兩個完整的意象左右並置排列，但左右兩個

意象卻是由斷裂的圖像拼湊而成的。右方的戰爭意象，以狂奔

呼喊的孩童其連續動作，隱喻時間的進程。尖銳如玻璃碎片與

斷崖深淵，則是戰爭傷害的轉喻。左方守護者的意象，持劍的

女神象徵維護正義的身分，而女神頭部卻又為商品條碼所遮

蔽，暗喻著女神正義的行動其背後隱藏的利益動機。 

2. 色彩運用： 

畫幅右方佔三分之二面積的戰爭意象，主要以藍、灰色系

為主，呈現出戰爭悲慘的景象。而守護女神以橙、紅色系，暗

示主持正義的身分。 

二、創作動機： 

這件作品構思期間正值美、伊戰爭準備開打之際，雙方加

強軍事佈局的緊張時刻。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由凱達組織

首腦賓拉登策劃的一連串恐怖攻擊行動，重創了美國，紐約雙

子星大廈倒塌、五角大廈嚴重受損，死傷慘重。二○○三年三

月美國以伊拉克暗助賓拉登及密藏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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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布希總統下令攻打伊拉克。美伊戰爭在美國精密的武器及

縝密的作戰計劃執行之下，於一個月後結束。戰事雖快速落幕，

卻已造成雙方人員的傷亡及伊拉克境內無法估計的損害。美國

雖自認為是站在正義的一方，聲稱發動戰爭是為了解放伊拉克

人民，脫離海珊總統的暴虐統治，但其主要動機卻是藉著戰爭

的勝利，以取得油源的控制權，藉以操控世界石油的價格和供

銷秩序，以及分配重建伊拉克的龐大商機，給有功或是配合的

商業集團或國家，用來取得更大的利益以鞏固權位，發起戰爭

的動機最終仍歸於商業利益及個人權位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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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2：戰士歸來 

 

媒材：油彩畫布 

尺寸：130*193.5cm 

年代：2002 

一、形式結構： 

1. 圖象組構方式： 

以多重意象組合成一個完整的畫面，室內漂浮的雲朵象徵

人世的變遷與希望的幻滅，空曠無人的場所，留置餐桌的食物

呈現人去樓空的意象。妄想著魚卻不可得的貓，與望著遠方眼

神空洞的士兵，構成了荒誕不經的景象。 

2. 色彩運用： 

晴朗的藍色天空，閃亮的金黃色雲朵，華麗的艷紅色大房

間，強烈對比著暗褐色士兵的孤寂。受到熱烈歡迎的英雄，卻

得獨自面對歸來後人去樓空的無奈心境。以鮮明艷麗的色彩來

處理空間，是採取反諷手法，來突顯這個世界的荒謬。 

二、創作動機： 

戰場上的硬漢，是群眾崇拜的英雄；在前線的英勇事蹟，

是大家傳頌的美談。但人群簇擁的偉大戰士，在榮歸故里之後，

卻必須面對人事全非的無奈，與人去樓空的孤寂，這種不堪的

情境卻經常出現在我們週遭這個冷漠的世界。 

 

 



 65

 

作品 3：聖光 

 

媒材：油彩畫布 

尺寸：112*145cm 

年代：2003 

一、形式結構： 

1. 圖象組構方式： 

主角人物被安置在符合作品主題情境的合理空間。水平爬

行的人物呼應著平行發展的壁畫。人物仰望的側臉與往前舉起

的右臂，將畫作的力量由水平線發展變化為斜線發展，也把觀

者的視線牽引至左上方，去感受一股神聖的力量，這股力量以

光的形式照射在瀕死的戰士身上。 

2. 色彩運用： 

整體畫幅大半以黃、橙、紅、褐等暖色調構成，與背景大

塊面的深綠、暗藍形成強烈的對比，賦有救贖意味的光於是被

襯托出來。 

二、創作動機： 

人類發起的戰爭，不論理由多麼正當，動機多麼神聖，總會造

成難以估計的傷亡；而前線作戰的士兵，不管多麼英勇，總是

很難克服對死亡的恐懼。當受傷的士兵在瀕臨死亡的那一刻，

獨自面對無邊無際的恐懼及肉體極大的痛楚，其內心最大的渴

望大概是祈求宗教上的撫慰，期望帶著平和的心靈前往另一個

未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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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4：衝撞歷史 

 

媒材：油彩畫布 

尺寸：145*112cm 

年代：2003 

一、形式結構： 

1. 圖象組構方式： 

這幅作品是揉合多重意象堆疊而成一個完整的畫面。由台

灣傳統建築的牆面，憤怒衝撞牆面的人體，及荷蘭人殖民時期

描繪的台灣地圖拼湊、重疊而成的。地圖和建築圖象的堆疊，

呈現的是歷史的時間與地理的空間相互交錯糾纏的意象。而被

夾處在其中的人們，心中積壓著鬱悶、悲憤的情緒。 

2. 色彩運用： 

大面積深暗藍灰色調、斑剝龜裂的牆面，暗喻國土的分割、

主權的碎裂。橙紅色系的人體則帶有激情、憤慨的意味。 

二、創作動機： 

縱觀台灣的近代歷史，四百年前我們的祖先由大陸移民而

來，經歷荷蘭人、日本人的統治、壓榨，到國民政府被迫遷來

台灣後的二二八事件，台灣人民背負著次殖民地身份的恥辱，

積壓已久的恨忿不平，使得起義、抗爭事件頻起，暴動、流血

時有所聞，甚而犧牲生命亦在所不辭。此主題內容亦在提醒當

政者，唯有真誠的對待人民，真心的愛護所在的土地，才能真

正受到擁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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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5：救贖 

媒材：複合媒材 

尺寸：80*65cm 

年代：2003 

一、形式結構： 

1. 圖象組構方式： 

這件作品是以具特殊意義的符號和文字拼貼而成的。由支

撐畫面主要架構的造型「   」，和代表台灣與救援的英文字組

成畫面主體，矗立於黑色十字架之前，剩餘的背景則以格狀色

塊的地面處理。「    」這個特殊符號，是由古希臘文 Xρίστος

（基督）開頭兩個字母 Xp重疊形成的，其中第一個字母為十字

架的造型，Xp重疊則意味著十字架上的基督，除了本身蘊藏的

犧牲、救贖及復活、永生的意旨外，也被引申為光榮升天的意

思。68 

2.色彩運用： 

畫面以極強烈的黑色襯托出「    」的形象，中間藍色漩渦

暗示風暴、危難，紅、褐色的運用，使畫面具有溫暖、撫慰的

作用。 

二、創作動機： 

2003年的台灣，面臨產業外移、經濟衰退、失業人口暴增、犯

罪率上升的打擊，再加上長期以來統獨之爭造成的政治內耗、

社會不安，以及在國際上孤立無援的窘境，讓生活於此的二千 

___________________ 

68.賴瑞鎣著，《早期基督教藝術》，台北市：雄獅，2001（初版），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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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萬人，處於幾近絕望的境地；工作的不確定性、未來的危

機感，使得憂鬱症患者和自殺人口激增，社會怪亂現象頻傳。

政治的鬥爭造成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國際社會的現實引發對台 

灣前途的無力感；有的尋求宗教信仰的撫慰，有的則投入「樂

透」簽賭遊戲，期待一夕致富。台灣人民的處境如同漩渦中的

落葉，期待得到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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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6：魚躍龍門 

 

媒材：油彩畫布 

尺寸：65*182cm 

年代：2002 

一、形式結構： 

1. 圖象組構方式： 

意象的片段拼湊式的組合。畫中將不同來源的多種意象拼

接在一起，包括：引用自民間「魚躍龍門」的形象，摘錄自漢

代畫像磚上的紋飾圖案，實景寫生的玻璃缸和皮椅，以及想像

的貓的姿態等等。其中被貓虎視眈眈的玻璃缸，示意著鯉魚在

驚心動魄的飛躍之前所生存的空間。這侷促狹窄的空間，不似

江河湖泊，可以肆意遨遊，沒有青翠的水草，沒有嬉戲的同伴，

只有原地繞行的無聊和無止盡的孤獨。被人豢養的小魚，必須

掙脫空間的囚禁，還得化解敵手的重重危難，才能躍上龍門，

成為榮耀的象徵。畫面視線動向，由最底下的貓到最上端的鯉

魚，形成垂直發展的方向。 

2. 色彩運用： 

主要是以寒色和暖色作對比運用，但寒色面積較大，約佔

五分之三。畫中不同色相的貓象徵不同的考驗。 

二、創作動機： 

「魚躍龍門」是中國古老的寓言故事。傳說中的鯉魚，經

過多次的努力，突破本身身體能力的極限，掙脫自然界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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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躍上龍門，化身為龍，騰空而去。這件作品是探討「殖民

議題」的最後一件作品。其用意是以此幅畫作，喻示台灣走過

被殖民歷史的階段，經歷多次的戰亂、紛爭，通過種種的考驗，

最後終於躍上龍門，永享太平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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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7：維納斯的夢靨 

 

媒材：油彩畫布 

尺寸：112*145cm 

年代：2003 

一、形式結構： 

1. 圖象組構方式： 

這件作品重疊了兩個不同的空間，一是摹仿自波提且利的

「維納斯的誕生」畫作中的空間，一是畫中人物存在的現實空

間。名畫中的空間，其作用是暗示主題人物維納斯的身分，以

及此身分所隱含的意義：維納斯是官能美的化身。維納斯從名

畫的空間中反身奔逃，一腳踏入現實的空間。 

2. 色彩運用： 

兩個空間個以寒色、暖色來區分，主題人物以咖啡、紅來

強調擺脫壓抑的勇氣。 

二、創作動機： 

在現實的世界裡，女性的角色一如畫中的維納斯，是定位在被

觀看、被消費的女人形象。維納斯的夢靨，正是在傳統世俗規

範下受壓抑的所有女人的夢靨。在此作品中，她的轉身背離，

正代表著女性的期許：擺脫社會文化定義下的女人形象，重新

找回做為一個「純粹的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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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8：方向 

 

媒材：複合媒材 

尺寸：117*91cm 

年代：2002 

一、形式分析： 

1. 圖象組構方式： 

背景以累積的方式排列，不同的人物代表不同的論述，各

自指引不同的行進方向。主體人物附著在背景上，作盲目摸索

狀，背景退隱在後如同牆面。兩個意象相互呼應，構成寓意。 

2. 色彩計劃： 

整幅畫以灰色為主調，象徵迷惘、絕望的情感，暗紅色系

的雙手在畫面上特別醒目，突顯在迷失中的驚慌和掙扎的情緒

反應。墨綠色調的人體則暗示失去主張，跌落入絕境的人們。 

二、創作動機： 

十九世紀初攝影在巴黎面世後，「從今天起繪畫已死」的論

點就跟著出現。杜象以現成物當作藝術品，也曾高喊「繪畫已

死」。八○年代裝置藝術獨霸藝壇時，又有人重提這個論調。但

繪畫真的已經死亡了嗎？我們看到八○年代開始超前衛、新表

現、新意象、新古典、新寫實等等，都是以繪畫的形式大放異

彩。 

    班雅明在 1936年指出，經由大量複製，藝術原作的光輪與

自主性會被消除---此一預言並未成真，今天我們看到的情形正



 73

好相反，大量複製使人更渴望擁有原作，當原作成為印刷品上

的常客時，原作的價值將節節高昇。 

    理論家發展新的理論以作為引導新方向的根據。各種理論指

示了不同的方向，卻不保證是正確的方向。處在多種理論混雜

的年代，人們如同驚慌失措的老鼠，在迷宮中尋找出路卻屢次

碰壁。國家發展方向隨著領導階層的意識型態而左右搖擺，是

左派、極左派、還是右派、中間偏右或者新中間路線？到底怎

麼走法，人們已失去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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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9：儀式的過程 

 

媒材：油彩畫布 

尺寸：89*130cm 

年代：2002 

一、形式結構： 

1. 圖象組構方式： 

這件作品是由意象的片段拼湊而成的。畫幅上頭是時間的

意象，由一系列梨子的變化所隱喻，梨從完整到殘屑暗示了時

間的進行。左半部的西裝是男性的象徵，畫幅顯著部分的兩個

人體，呈現的是兩種角色的意象，一個是過去混淆的自我，另

一個是獲得新生的自我。 

2. 色彩運用： 

人體由寒、暖色分別代表「逝去的自我」與「現存的自我」，

深藍色的西裝則有男性威權的意味。 

二、創作動機： 

有些人在一生中的某個階段會出現角色認同的困擾，對自

己所扮演的角色產生質疑、排斥的心態，嚴重者甚至有厭惡自

己模仿他人的失常行為。角色認同的問題，總要經過一連串的

摸索、嘗試錯誤、調整心態，直到完全認同的階段。然後自我

在內心私密地舉行一種儀式，以告別過去，重新界定自己的角

色，整裝待發，開始一個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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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10：尋找自我系列 

 

媒材：油彩畫布 

尺寸：60*45  60.5*50  53*45cm 

年代：2002 

一、形式結構： 

1. 圖象組構方式： 

這一系列作品是以多個完整作品累積、聚集而成，目前是

三幅作品，未來仍可持續增加。每一幅作品都是使用拼湊手法，

將片段重新組織而完成的。畫中的主體人物代表著「肉體的

我」，而堆疊在上的頭部則是「內在的我」。兩者之間格格不入，

相互矛盾、質疑。 

2. 色彩運用： 

這三件作品都以對比色的搭配來強調相互排斥、對立的感

受。第一、二幅都以膚色描繪肉體本身，而以藍色系的頭部暗

示性別的差異及不同性別的個性特徵。第三幅「肉體的我」以

灰綠色代表肉體已退隱，由「神性的我」取而代之。 

二、創作動機： 

每一個人的成長歷程，都曾面臨性別、角色以及身分認同

的問題，而每個問題都代表著個體生命在尋找自我的過程中，

必會經歷疑惑、矛盾的階段，之後才達到認同自我的接受態度，

這期間的過程是艱辛而漫長的，卻是人生必經之路。在社會與

文化中屬於弱勢族群的女性，對於性別、角色與身份的認同問

題感受特別深刻，每一位女性在尋找自我的心路歷程，都是一

段刻骨銘心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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