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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古以來，水墨畫的內容大多是以山水、人物、花鳥為主題，對於生活中的

大小瑣碎的事情較為少，因此在此次的研究當中，以生活周遭所發生的事情，或

是個人心理因素所產生的情緒為此次的核心，希望藉由水墨的表現方式來傳達筆

者的思維與感動。 

 

 此次的創作研究以「觸動的足跡」為主題，而觸動的意思為立意的開始，足

跡為立意的過程，創作時候的行走痕跡，然而創作的主題環繞在人物、摩托車、

花卉、社會現象、心靈狀態上，因此生活周遭所能觸動到筆者的心為出發點，經

由水墨來表達當時候的感覺與想法。 

 

 

 

 

 

 

 

 

 

【關鍵字】水墨、人物、佈白、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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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內容形式及特色 

 此章節主要研究都市裡的人文意象，生活在都市裡的人，經過時間的轉換，

不管是環境、居住的生活習慣、交通便捷性、人性的價值觀、愛情觀的變異，皆

因社會的變遷造成許多的改變，是筆者比較著重的議題，欲以自我觀察之方式，

找尋都市與人之間之關聯性，作為主要創作之題材。以實地觀察與寫生，組合成

一個合理的畫面，並記錄下過程、作法、媒材…等等，而在構圖、虛實、筆墨、

留白、疏密上作探討，並加入自我符號，造就不同畫面與情境，傳達筆者的意念。

作品可以分為三個系列，車潮系列、情愛系列、窺探系列作為此次的研究題材。 

 

第一節  創作題材內容 

一、 社會現象 

 筆者經由生活的周遭取材，並且加以觀察之後轉化在創作上，此次的創作內

容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系列，第一個系列是由於筆者本身生活在這個交通發達的

都市當中，平常所騎乘的就是摩托車，時常在這些車陣當中穿梭，然而使筆者有

感而發，譬如上下班的時間當中，身旁的騎士步調總是特別的快速，也許是因為

時間的壓迫而導致，或者身在這樣的車陣當中，騎往同樣的方向，停在同樣的紅

燈下，看著車子與車子之間的往來，深感人們為了生活，汲汲營營的把握每一分

一秒的前往下一個行程，而忘了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在忙碌的日子下可以抽出一些

些時間給珍惜你的人。現今社會上，超時工作儼然成為一個問題，亞洲地區的工

作壓力，相對比其他國家高出許多，除了工作壓力之外，例如說：教育子女的時

間被縮短、與家人之間相處時間變少、更甚至因忙於工作而忽視了健康。本來工

作是要提升生活品質，但卻本末倒置，這些外在的因素，自然而然也影響到人的

內在心理，因為忙碌而忽視了更需要經營的事情，這應該是我們值得省思的地方。

而筆者的會因此創作此系列的起點源於〈遺忘的美好〉，有次在西門町的寫生之

旅當中，身在高樓林立當中，道路上汽機車呼嘯而過，然而在這發達的都市大樓

當中，卻還是有著對比的建築物，在這份忙碌而充實的環境中，卻還是擁有那份

悠閒的氣息，使筆者有感而發，之後的作品著重於忙碌的車陣中的情景，透過寫

生並且剪裁後再融合心中的情景、樣貌並且呈現在創作的作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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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譯德〈遺忘的美好〉(圖 3-1) 

 

 

 

筆者拍攝(圖 3-2) 

 

二、 心靈層面的投射 

在第二個系列當中，由筆者的愛

情觀作為出發點，探討現代的情慾觀

念，藉由植物的語彙來表現出筆者想

傳達的意念，由自身經驗與體會來訴

說在愛情當中的一些想法，起初經由

乾燥的玫瑰花作為啟發點，與愛情中

所遇到的問題作為結合並轉化成創

作上。一開始對於乾枯的質感非常有

興趣，之後就將時常購買的玫瑰花與

滿天星作乾燥的處理，並且利用寫生

加以了解構造與質感 

，然而在一次的因緣機會下得到了一

個概念、想法，有關於當一個物體處

在不平衡的環境當中所產生的不安

定感，因此與之前所描繪的乾燥花畫

作為結合，經由反覆的剪裁所產生的

 

寫生草稿局部一(圖 3-3) 

 

寫生草稿局部二(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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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最後經由玫瑰花所象徵的愛

情，與畫面上的花瓶擺放位置，是處

於櫃子的邊角地帶，隨時都會倒下的

危險地帶，就好比在愛情當中的選擇

與決定往往都在一念之間，與筆者本

身愛情中所遇到的問題息息相關，因

此做為結合並賦予意 

義。 

 

三、 窺探的好奇心 

    窺探系列的由來，緣起於自身的

租屋的地方，身處在都市當中，居住

的空間非常有限，樓房一層一層的蓋

上去，樓與樓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

筆者本身居住在公寓樓層當中，與對

面的公寓相差幾步即可到達，因此容

易看見對面公寓的一舉一動，不管是

在半夜在陽台抽著菸的下班後的男

子，還是翹者二郎腿躺在沙發上的女

人…等等，雖然隔著陽台上的植物或

者霧濛濛的毛玻璃，但人的心裡總是

有好奇心作祟，想知道到底是在做 

 

蔡譯德〈一念之間〉(圖 3-5) 

甚麼，因此產生了窺探的心理，而筆者藉由窺探的心理與自身周邊的人事物的環

境來創作，而這系列的啟端來自於筆者身處的租屋宿舍為主題〈1095 個日子〉，

以窺視的手法來觀看對面的公寓家庭所呈現的樣貌與生活型態，並以身處的公寓

裡的人事物作為元素，以不同的視角來整合後成為一個空間，從陽台到廁所最後

視角在後陽台作結束，然而此系列的題材以人物為主，以佈白的手法為主要表現

方式，留白的空間使觀者的想像空間較大，因此在這此系列會大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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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譯德〈遐想〉(圖 3-6) 

 

表現形式與特色 

    在這系列作品當中，所呈現的手法

上可以分為幾種類型，關於構圖的擺

放，取捨的重要性、佈白的多寡、藉物

抒情…等等呈現方式，來呈現個人對於

創作上的見解。 

 

一、 構圖 

 構圖上的配置，是一張畫最直接的

印象，所以對筆者來說非常的重要，在

創作之前筆者會先打草稿，將其賓主分

配好位置後，再將整張圖的大色調給作 

 

蔡譯德〈雨後〉(圖 3-7) 

出來，看看效果如何，所以在草稿的時候就將畫面的賓主、佈白、疏密、虛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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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勢、剪裁…等等的前置作業，但有時候草稿與實地操作的時候會有些許不同，

但也是意外獲得的效果，然而在構圖的表現形式上可以細分為幾種類型。 

 

(一) 動勢的變化：藉由人與人之間的姿態與視覺方向成為畫面上的動勢之一，或

者落款的擺放，線條與筆觸上的方向會造成幾種動勢型態，在筆者的作品當 

中大致上有幾種，L 字形構圖、C

字形構圖、Z 字形構圖、U 字形構

圖、三角形與倒三角形構圖，譬如

〈雨後〉這張的動勢就屬於 L 字型

的構圖，在淡墨的背景上，利用墨

色較重落款與底下的摩托車形成L

字型的視覺走勢，然而再舉一個 C

字形的構圖，〈秋風瑟瑟〉這張作

品利用線條上的走勢與筆觸的方

向形成 C 字形的明顯動勢，藉由這

些因素來創作筆者的作品。 

 

蔡譯德〈秋風瑟瑟〉(圖 3-8) 

 

 

蔡譯德〈慢活〉(圖 3-10) 



                                                           觸動的足跡─水墨創作研究                                                    

 

281 

 
 
 

 

(二) 賓主的配置：構圖上的主角位置

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素，擺放

的角度和位置會影響整張畫面的

視覺平衡感，然而在筆者的畫作

當中嘗試了將主角靠近畫面上的

邊角也就是偏離所謂的較穩定的

構圖法，因此在〈一念之間〉的

主角位置放置在畫面上的偏右上

角部分，甚至有些部分是超出畫

面，營造了一種危險而不安定的

畫面，然而底下的落款為配角部

分來呼應主角的作用，有偏離當

然也有建立在穩定的構圖上，好

比〈慢活〉的主角位置就放置在

所謂的「井字形」的焦點上，整

體的感覺較為平穩、安定的氛圍。 

 

 

蔡譯德〈一念之間〉(圖 3-9) 

(三) 剪裁的應用：剪裁在構圖上佔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畫面上的緊湊度與完整度 

都靠剪裁來決定，在創作前的草圖上就要剪裁一次，決定畫面上黑與白的多

寡，然而在創作的過程中快要接近完成時，又需要再剪裁一次，使畫面上的

構圖更為緊湊而完整度更高，而剪裁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加法，一種是減

法，以筆者的作品為例。 

 

1. 加法 

以筆者的作品〈車潮〉為例，一開始在草稿的時候的場景並無這麼的大，但

我的想法是要車子的數量龐大而且讓人有如湧泉不斷的注入的感覺然而在

將草稿的圖繪製到宣紙上面，也將最前面的一排給畫小了，但之後畫面上的

車子的數量不如預期的多來表示數量之龐大，之後又加上了後面延伸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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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潮，來表示車子是永無止盡的湧入的感覺，最後考慮到聚散的問題，將一

台車子安排在左手邊，使畫面上的節奏感更為明顯。 

 

 

加法之圖例 草稿(圖 3-11) 

 

 

蔡譯德〈車潮〉加法之圖例(圖 3-12) 

 

2. 減法 

以筆者的作品〈一念之間〉為例，起初的構圖較為繁複，畫面的黑與白比例

是七比三左右，原本立意上是想營造一個危險而不穩定的畫面，把瓶子的案

排在書櫃的邊角，使瓶子處於將要掉下去的狀態，然而經過一番的推敲，竟

然是處於在危險的邊緣上，那所處的位置的要有一定的高度，然而將橫式的 

構圖轉為直式的構圖，將右邊櫃子的地方給裁切掉，使畫面上更為簡潔有力，

然而最後的黑白比例跟起初的構圖大不相同，因此這樣的畫面較為直接明瞭

而更有震撼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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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佈白的空間 

 佈白的空間是屬於畫面上所謂虛實裡的「虛」，也就是留白之處，而留白的

空間配置，在筆者的創作上可以分成兩類，留白空間的多與少影響這畫面上的視 

蔡譯德〈一念之間〉草圖二 (圖 3-14) 

蔡譯德〈一念之間〉草圖一 (圖 3-13) 

蔡譯德〈一念之間〉草圖三 (圖 3-15) 蔡譯德〈一念之間〉草圖四 (圖 3-16) 蔡譯德〈一念之間〉草圖五(圖 3-17) 

蔡譯德〈一念之間〉(圖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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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焦點與想像空間，然而在筆

者的創作當中舉出兩件作為

代表，留白的空間較多的〈車

水馬龍〉這張作品中，筆者本

身的想法在這交通繁亂，大小

車爭道的擁擠道路上，小車在

其中遊走，經歷各種大大小小

的空隙中求生存，因此藉由最 

 

蔡譯德〈車水馬龍〉(圖 3-19) 

前方的空白處來表示，可能是公車、卡車或是大樓、小巷…等等的想像空間，將

主角安排至最右方的角落，而左方的大片留白與主角產生一種壓迫感，似乎隨時

都要被擠出去畫面的感覺，然而在這大片留白底下，反而更能襯托出主角的存

在。 

 

蔡譯德〈1095 個日子〉(圖 3-20) 

  

然而另一種的留白空間，留白之處反而更容易成為焦點，就好像在劇場的時

候，在一片黑暗的舞台上，打上了幾道光在演出的人員上的氛圍，自然而然視覺

焦點就會在那些白光中的主角了，譬如筆者的作品當中的〈1095 的日子〉中，

在夜晚所窺探的公寓裡，往往所注目的是黑暗中的亮光，在畫面當中一格一格的

留白空間裡的人物各自作各自的事情，其他的部分較為重的墨色來襯托在留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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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主角，而觀者的視覺容易在這些留白之處游移，這樣的表現方式為實多虛少，

自然而想像的空間會較為少些，但所呈現的方式與視覺感受更為真實而戲劇化。 

 

三、借物抒情 

 在創作上，藉由某種物體的形象來傳達創作者的特別含意，然而在筆者的創

作裡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通俗而較為人知，另一類對於創作者是具有特別的含

意與回憶，然而在創作中會加入屬於自己的符號來象徵其意義，譬如在筆者的〈守

候〉作品當中的女人環抱插著一朵玫瑰花的花瓶所象徵的意義是守護自己所擁有

的愛情，而也是較為通俗的象徵物。然而在筆者的創作中的紙飛機是屬於筆者的

回憶與特別的含意，兒時喜愛製造自己滿意的紙飛機在自家屋頂上起飛並且看者

它在天空中飛翔，就好像自己在空中盤旋似的，有種輕鬆自由自在的感覺，在〈遺

忘的美好〉與〈翱翔〉兩件作品中出現的紙飛機，可以說對於筆者有特別的意義。 

 

通俗的象徵物(圖 3-21) 

 

 

自我的象徵物(圖 3-22) 

 

四、筆墨的變化 

 筆的涵義意指在畫面上行走的線條，而墨分五色包含了乾、溼、濃、淡、焦

的五種墨色變化，經由水的調和所產生不同的樣貌與質感，兩者之間的交織所產

生的畫面乃是中國水墨畫的精隨，而黃賓虹對於筆墨的重要性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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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墨法妙於用水，水墨神化，仍在筆力，筆力有虧，墨無光彩。」
1
 

 

 然而由此可見筆與墨之間是不可或缺的，在創作中筆與墨之間的比例如何拿

捏，就需要依每位創作者的想法來實行，然而在筆者的創作中可以分成兩種表現

方式，一種是利用墨色的乾溼對比作為主軸，利用乾擦較細短的線條構成主角的

立體感，而較為濕而濃墨的背景來襯托主角，使畫面呈現一種黑白對比差距很大

的畫面。而另一種表現方式較為注重墨韻當中的細微變化，墨與墨之間交互融合

在紙上流動，以線條勾勒主角與細節並以墨色的變化來表現立體感，筆墨之間的

運用可以表現這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如何配置才能達到最理想的效果，需要創作

者來不斷的嘗試，方可得到些許的成績。 

 

乾溼的對比(圖 3-23) 

 

墨韻的變化(圖 3-24) 

                

五、特殊性技法的運用 

 特殊性的技法的用處是在於筆墨以外較無法表現其質感與效果時的方法之

一，在筆者的創作上，利用了二種特殊性技法來表達並營造一種氛圍。 

                                                      
1
 雲雪梅編：20 世紀中國大師畫論書系《黃賓虹畫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7 月)，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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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潑墨的運用： 

   將宣紙擺放在不吸水而光滑的平面上，加入大量的水與墨並且移動底下不吸

水的板子，依照創作者的想法來左右上下移動並決定流動的方向，而在這過程當

中可以任意的加入水或者濃墨使他的墨韻變化更豐富，這樣的方法會讓畫面更有

意外性的效果呈現，不較不會拘泥於景物的形體，而更能發揮想像的空間來創

作。 

 

淡墨的流動感(圖 3-25) 

 

濃墨的流動感(圖 3-26) 

(二) 噴霧器的使用： 

將不同濃淡的墨色分裝成四個噴霧器當中，將墨色由濃到淡分成三個色調，

第四個為清水，之後再依創作者的喜好將其配置，一層一層的堆疊，就好比噴墨

印表機似的，因噴霧狀是由一點一點組合而成的畫面，所以在墨色較為淡之處會

較為輕薄而沒有力透紙背之感，然而推疊較為多而墨色較重的地方會呈現沉著而

厚重的質感，因此這樣的效果，筆者嘗試在作品的營造氣氛上來使用。 

                   

觸動的足跡之作品分析 

 此章節分為三個系列作品，車潮系列、心映系列、窺探系列，以創作思維來

說明與構圖分析為此章節的重點。 

 

第一節 車潮系列 



書畫藝術學刊 第十六期                                                                

288 

 
 
 

車潮系列有七件系列作品，當中以摩托車、人物、高樓大廈…等等，作為此

系列的題材，這系列作品來自於筆者本身只要外出，幾乎都會遇得到的景物，因

此有感而發，表現手法上運用了乾溼對比，特殊技法的運用來呈顯此系列的創作

作品包括： 

作品一：〈遺忘的美好〉 

 

作品二：〈思〉 

 

作品三：〈車潮〉 

 

作品四：〈城市喧囂〉 

 

作品五：〈雨後〉 

 

作品六：〈車水馬龍〉 

 

作品七：〈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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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遺忘的美好〉  

 

作品一：〈遺忘的美好〉 

尺寸：180X98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1 

創作理念： 

    人們急忙的尋找自己生命的意義，庸庸碌碌的到處奔忙，忙著找尋，想著下

一輛車、下一棟房子、下一個工作。然後發現這也許是空虛，或是不滿足於現狀

所擁有的事物。於是又開始繼續奔忙，與時間賽跑。人一旦開始奔忙，就很難怠

慢下來，發現周遭所面臨到美好的小事物，為何不停下來看看身旁應該珍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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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呢? 

 

    靈感突然乍現，隔天馬上實行，一兩天就完成了。筆者想表達的是一種對比

的情境，高樓下的忙碌上班族，與樓上的悠閒的自我做一個對比，而丟下來的紙

飛機又代表了童年時候的悠閒。記得小時候都會在自家頂樓，摺紙飛機，往樓下

一丟，看著紙飛機自由自在的隨風飄去，算是筆者的童年的樂趣之一。所以當看

見在這烏煙瘴氣的都市中，忙碌的上班族，勤於工作之餘，希望他們也能適時放

下煩惱與壓力，解開自己的心，好好的去體會身旁應該珍惜、該享受的事物，並

努力把握活在當下。 

 

形式表現： 

    房子以斜倒的姿態呈現來破除畫面中的穩定感，而煙霧沖天來表現城市裡高

樓聳立，汽機車所排放的廢氣往天上飄，而在底下的機車騎士注意到紙飛機作一

個互動的關係，顏色上，印章和頂樓的人的顏色作呼應，而大樓與大樓之間留下

一道空隙，來推遠距離也與煙霧產生流通的效果。 

 

作品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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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思〉 

尺寸：90X100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1 

創作理念： 

    靈感來自於自身體驗，每當回家的時候，看著每個人盼著火車到來，這等待

的時間總是漫長的，有人原地踱步、有人跟朋友聊天、有人玩著自己的手機來消

磨時間，火車一輛輛的經過，有人上車下車、有人還在等著自己的那一班車，就

像生命中，總是會遇到很多的考驗，選擇要搭上哪一班列車，選擇哪一站下車一

樣，會遇到的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可以做決定的唯有自己，想想看這樣是不

是適合自己，而決定搭上對的列車前往。 

形式表現： 

 

過程圖一 

 

過程圖二 

  起初在構圖上較為長方形，利用聚散的觀念來安排人物位置，但效果不如預

期，索性將左半邊裁切，讓構圖呈現更為緊湊而完整。利用動態跟靜態做對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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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前面是等待的旅客為靜態，後面是快速通過的列車為動態，產生一個動態

與靜態的畫面。 

 

作品三：〈車潮〉 

 

 

 

局部 

作品三：〈車潮〉 

尺寸：180X48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感嘆台灣的摩托車數量之多，有如潮水般的湧出。在都市化的社會中，每逢

上下班時間，總是在交通路段上看到絡繹不絕的車潮，也曾身在其中，尤其機車

騎士更能體會在大太陽底下與汽機車排放的廢氣，擁擠而充滿危險的車陣當中，

騎士在其中穿梭。如此的景像在我們生活的周遭之中，茫茫一片「車潮」,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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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盡的穿梭在這特殊的迷宮當中。希望人們能少使用方便的汽機車，選擇大眾運

輸，讓這生活空間更優質、健康，永續發展。使用道路的人與駕駛能遵守交通，

注意人身安全，彼此更加方便、順暢。 

形式表現： 

   利用聚散的觀念來安排位置，畫面中的動勢如下，呈現 Z 字型的走勢，右 

半部分安排多而擁擠的車陣，而方向由右到左湧入，最後再安排左半部分一台車

作為散的佈局而方向朝著右邊回來，而在畫面中推遠的部分，利用落款與一排摩

托車來做推遠效果，使畫面有前景、中景、遠景的效果。 

 

動勢的示意圖 

作品四：〈停.看.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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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城市喧囂〉 

尺寸：100X60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筆者本身也是以摩托車代步的學生，深感騎乘時所遭遇的狀況，在大樓林立

的都市當中，各種小巷弄穿插，摩托車在其中亂竄，時常容易發生事故，有時是

為了要逞一時之快，而發生了意外，騎乘時時常想起有位知名法師說過的話，證

嚴法師說 :「 開快車，如果拼得過，只是比平常提早五分鐘到家，如果拼不過，

可能要晚七天回家。」這句話也提醒了筆者騎乘時要萬分小心。 

 

形式表現： 

   這系列的表現手法，因由此而啟發，將乾擦的技法利用在人物上，比起之前

的作品的手法不太相同，人物上用反白而乾擦處理作為乾的效果，而後方的都市

大樓，利用較濕與濃厚的墨色處理，使畫面乾濕濃淡較為突顯。 

    

    動勢上沿著畫面上的白與紅作為此

畫面的走向，利用乾擦的電線杆與摩托車

作為一個 L 型的走向，再配合姓名章的紅

作為延伸，最後再利用天空的白作為呼

應，使畫面形成這種動勢的效果。右下角

有一顆章，是這張畫之前所刻印的，從白

文印章中得到了些許靈感，再轉化成較為

繁複的畫面上。 

 

動勢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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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雨後〉 

 

作品五：〈雨後〉 

尺寸：70X55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1 

創作理念： 

   筆者求學階段，處於台北較為濕冷天氣，騎乘摩托車時常遇到突如其來的大

雨洗禮，而成為落湯雞，然而大家的反應有的停在路旁拿出雨衣，沒帶雨衣的就

像螞蟻在熱鍋上一樣，趕緊逃離這個烏雲罩頂的地方，而筆者也曾經如此，而有

感而發。 

 

形式表現： 



書畫藝術學刊 第十六期                                                                

296 

 
 
 

   動勢上很簡單明瞭的 L 型，作為這

張的主軸，然而以淡墨作為主體，先潑

灑淡墨讓它自然的流動，製造出雨中的

效果，在半乾時觀察並決定較為濃墨的

主角放置，依次配角的處理，造型上不

以銳利為主，並在半乾中加入墨色使之

暈染，使摩托車有在雨中行駛之感受。 

 

 

動勢的示意圖 

 

作品六：〈車水馬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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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車水馬龍〉 

尺寸：80X60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在交通發達的城市裡，然而汽車、公車、摩托車、計程車天天上演著互相爭

道的戲碼，起初想法前面擋著一台公車或者卡車…等車子，但經過幾次試做草圖

之後，公車也好卡車也好，但似乎好像太多餘了點，索性將繁複的車體給簡化，

留下特徵性的符號，使觀者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形式表現： 

    利用乾擦的技法來呈現這幅創作，描寫在留白之後的車體，並使用較單純的

黑來拉開之間的距離感，而在黑與白之間的接合處，利用淡墨來乾擦作為銜接，

留白的用意是希望觀看者有更多想像的空間，而不至於一眼就明瞭，左半邊的落

款與印章的用意是在於動勢的視覺走向，走向呈現於四方形的循環，也讓留白的

部分可以擋住，而不是直接的出去畫面。作品完成後，發現中間的留白部分有些

許膨脹的效果，讓畫面中摩托車更能感受到被擠壓的意外之效果。 

 

 

 

 

 

 

 

 

  動勢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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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慢活〉 

 

作品七：〈慢活〉 

尺寸：80X98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都市生活的步伐總是又快又讓人喘不過氣，每一天的日子日復一日，重複著

做同樣的工作，盲目的追求與時間賽跑，何不讓自己休個假，就算是出門騎騎腳

踏車，或者跑跑步，讓身心理得到舒緩、解放，把步調條的慢一點，也許還有更

多更美好的事物等者我們去珍惜與愛護。 

 

形式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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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乾擦的技法來表現在人物上，利用較濃的墨色來襯托人物，然後在賓主上，

以騎腳踏車的為主要，而在前方的摩托車騎士以打灰調來處理，兩者之間並非完

全沒有連接，而稍有刻意在後照鏡與腳踏車騎士大腿的留白有作連結，然後再由

腳踏車騎士的手肘延伸到畫外。 

 

    動勢上人物與落款、印章所呈現的動勢屬於 U 字型的動態，然而人物的視

線呈現漫無目的的騎乘，也使人有種悠閒而不匆忙的感覺。 

  

 

 

 

 

 

 

 

 

 

第二節 心映系列 

  此章節以心靈層面的議題來探討，經由筆者本身的感情生活中所遇到的

情感問題來做為探討，再經由象徵的手法來表現。然而這一系列以花卉為主，經

由象徵的意涵來傳達內心世界的心聲，此系列共有九件，分別為： 

 

 

動勢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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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一念之間〉 

 

作品九：〈翱翔〉 

 

作品十一：〈秋瑟〉 

 

作品十：〈守候〉 

 

作品十三：〈訴說〉 

 

作品十二：〈秋風瑟瑟〉 

 

作品十五：〈綻放〉 

 

作品十四：〈懸念〉 

 

作品十六：〈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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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一念之間〉 

 

作品八：〈一念之間〉 

尺寸：180X90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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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2011 

創作理念： 

    玫瑰象徵著愛情裡的戀人，在愛情裡爭吵是免不了的課題，兩人如何互相理

解，從中尋找平衡點，就如同此玻璃瓶處於灰色地帶，傾倒與平穩只有一線之隔，

即看一念之間，而不管是在愛情中，或是在生活中，每個人都要面臨選擇，往往

在選擇當中，常常在一念之間就決定了是與非。 

 

形式表現： 

    起初的想法是上面那張草圖，但繪畫在宣紙上後，總是覺得太繁複，好像沒

有這麼必要，而後思考表現的主題，是不是著重在最重要的主角即可，於是把右

邊都裁去，似乎得到了更精簡，更簡單的構圖，更能表達我要的立意。 

    因為是第一次這麼大膽留下這麼多的白，心裡總是會擔心，擔心是不是完整

度不夠，也在之後畫了一些草圖，看看效果如何，但似乎還是沒加來得好，故之

後就蓋章來增加他的完整度，並在底下落了款，來表示自己的想法，理念。 

    而在落款上，特意安排在底下並橫向的一排，一方面可以增加豐富度，一方

面是帶動視覺的走向，在畫面上可以呈現三角形的走勢，大量的留白，可以增無

限的想像空間，將空間推到深遠。 

  

作品九：〈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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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 

作品九：〈翱翔〉 

尺寸：60X20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此為遺忘的美好的後續系列，筆者童年時期，時常與朋友在自家屋頂上折著

自製的紙飛機，總覺得可以飛上天空，自己的是最高最遠的那一台，總希望也能

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翱翔。在記憶當中有分成兩種形式，一種為一飛沖天，一種

為迂迴旋轉，折法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飛行姿態。 

 

 

一飛沖天 

 

迂迴旋轉 

形式表現： 

起初的想法，人數並非這麼多，而是較少人的天台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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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草圖 

    之後經過幾張試驗之後，把水塔所占的面積減少，人數的數量增多，讓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與姿態更為明顯，水塔面積的減少可以使觀者更容易把焦點集中在

人群身上，最後讓畫面更為緊湊，天空的白裁去大半，而在飛機的造型中也加入

了我兒時記憶裡的飛機種類來變化。 

 

作品十：〈守候〉 

 

 

作品十：〈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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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156X65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女人在愛情當中，往往扮演著默默地守候的角色，期待著另一半的表示與關

懷。畫面中女人看著即將枯萎的玫瑰，代表時間的每分每秒逐漸流逝，也訴說自

己的青春一點一滴的消失，只為無聲地繼續守候著自己心中的那個他。 

 

形式表現： 

   以乾擦的手法描寫這幅作品，並以象徵的手法來傳達意念，藉由玫瑰、花瓶

與女人之間的對話來敘述守候的含意，花瓶代表著另一半，而即將枯萎的玫瑰代

表這段愛情的時間性。 

 

   動勢上呈現倒三角形與 L 形作為此圖的重點， 

倒三角形由人物的眼神方向出發到玫瑰的本體上  

，再延伸到腳掌上，最後回到頭部的視覺方向， 

而 L 形藉由畫面中的白與線條作為途徑，而在印 

章上蓋了兩處，一是下面的姓名印，另一則是左 

上角的圓印，兩處得以呼應。 

 

 

 

 

 

 

 

動勢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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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一：〈秋瑟〉 

 

作品十一：〈秋瑟〉 

尺寸：27X24cm 

材質：水墨設色、畫宣板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從枯萎的南天竹作為啟發，呈現金黃色枯萎的形態來表現秋天的感覺，然而

金色有給人一種富麗堂皇之感，而秋天給人的感覺有淒美、思念、掛念的感覺。 

 

形式表現： 

   以乾擦的表現方法描繪竹子，以畫宣板的金色作底來表現竹子的枯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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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背景畫上墨色，留下竹子與金色底所產生的空間，亦有剪紙的效果與動態的

指向性。動態上藉由較明亮的金色作為動勢的途徑，從佔面積最廣的南天竹延展

到朱磦色的印章，最後延伸到金色的落款上。 

 

動勢的示意圖 

 

作品十二：〈秋風瑟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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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二：〈秋風瑟瑟〉 

尺寸：27X24cm 

材質：水墨設色、畫宣板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乾枯的菊花形態與乾枯的滿天星，失去生命之後所呈現的另一種美，萎縮而

失去水分的狀態，也是永恆的狀態，乾枯總容易與秋天連結，故稱為秋風瑟瑟，

並來表示乾枯而得以永恆的形情。 

 

形式表現： 

   以扇面的形式來安排位置，扇面的金色與白色之間的關係，總聯想到觀景窗、

窗內窗外的感覺，而在位置經營上利用線性的走向呈現 C 字形構圖，以菊花為

主體，滿天星為配角，而在滿天星的表現手法上較為有空氣感，若有似無的虛實

表現形式 

 

 

 

 

 

 

 

 

 

 

 

 

 

動勢的示意圖 



                                                           觸動的足跡─水墨創作研究                                                    

 

309 

 
 
 

作品十三：〈訴說〉 

 

作品十三：〈訴說〉 

尺寸：27X24cm 

材質：水墨設色、畫宣板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藉由倒吊著即將乾燥的玫瑰花，顏色漸漸地由紅轉換成金黃色的過程中， 

訴說者時間的遷移，而玫瑰可以象徵愛情，亦可傳達出愛情中的點點滴滴的累積，

漸漸昇華成此之間的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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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表現： 

    利用線條的指向性來引導著整張的動勢，呈現一種ㄇ字型的狀態，經由玫瑰

花的指引，經過中間的落款位置，最後經由滿天星的線條作為結束，然而經由畫

宣版上原有的圖騰讓整個畫面上有另一層的裝飾感，畫面與裝裱形式的搭配非常

的重要，可以提昇整體的視覺感。 

 

動勢的示意圖 

  

作品十四：〈懸念〉 

 

作品十四：〈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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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55X22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瓶子象徵著人的心靈層面，玫瑰則象徵一種思念、牽掛，就如同瓶子包覆著

玫瑰， 而處在半空中漂流，使人有種懸在半空中的感覺，意味者此顆心懸在空

中飄蕩不定的狀態。 

 

形式表現： 

 以反向思考的思維來處理瓶子，原本瓶子的質感為透明的質感，而在處理上

以重墨來表現其形體，留下玫瑰花的形體，而背景上留下水與墨之間的碰撞下來

的筆觸，使人有種漂流之感。然而畫面上的留白部分，是為了要呼應瓶子裡的白

色的乾燥玫瑰，而落款的動勢部分是為了畫面上都是以左右的動勢作擺動，而落

款為直向的動勢作為變化部分。 

 

 

 

 

 

 

 

 

 

 

 

作品十五：〈綻放〉 

動勢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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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五：〈綻放〉 

尺寸：27X24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玫瑰盛開時，美不勝收，而當時間一點一滴的流逝，美麗總是短暫的，漸漸

地失去水分而乾枯，就有如女人的青春，即使年華漸漸失去，而是散發出另一種

成熟的氣息，亦是另一種美麗的綻放。 

 

形式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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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的葉子以乾枯的狀態來處理，而花的部分為新鮮的花瓣的質感來表現，

兩者之間的衝突感覺，表現者另一種美麗的綻放，然而在構圖的安排上，以中心

為出發點，環狀的擴散出去，使畫面上有延伸出「畫外之畫」感。 

作品十六：〈永續〉 

 

作品十六：〈永續〉 

尺寸：27X24cm 

材質：水墨設色、畫宣板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乾燥過後的植物，可一直保持著失去水分時的樣貌，會呈現出一種金黃色的

質感，然而如果一直保持者乾燥的溼度，就可以保持原狀，這樣的感覺，不會因

為時間的消失，而有所改變，使人有種永恆而不會消失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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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表現： 

 畫面的最前方利用墨塊來製造出一種觀景窗的視覺感受，讓畫面上的主角是

擺放在一個空間裡，就像木乃伊的擺放方式一樣，需要一個密閉空間來存放，這

樣的表現方式與永恆的不變的道理相互呼應。 

 

第三節 窺探系列 

 以窺視的角度來觀看，以人類的好奇心與偷窺的慾望來發展此系列作品，經

由外在的物像轉化成心理的印象，再轉化成創作上的題材，以人物為主，由外在

的因素引起筆者的好奇心，與身旁的人事物作為結合，表現方式以留白的手法為

主軸，使觀者有無限想像的空間，而作品共有四件，分別為： 

 

作品十七：〈1095 個日子〉 

 

作品十八：〈遐想〉 

 

作品十九：〈歡樂時光〉 

 

作品二十：〈在那扇門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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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七：〈1095 個日子〉 

 

 

局部一 

 

 

局部二 

 

作品十七：〈1095 個日子〉 

尺寸：344X141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在求學階段，1095 個日子裡，離開家庭，獨立生活，與同學共同租屋。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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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生活習慣，分享共同生活區域與分擔共同事務。 

 

   在這廣大的人群中相遇，卻在小小空間裡一起成長。對於生活中的習慣與大

小瑣碎事物，雖極為平凡、簡單，日復一日，卻是充滿點點滴滴回憶。 

 

   希望以窺視的角度結合個人經驗表達出看似簡單的生活的背後，在這城市裡

的每家每戶皆有獨特，屬於彼此的故事。 

 

形式表現： 

   以窺探的視角描繪出都市人的生活情況，利用不同的視角經過轉化而成為一

個畫面，從前院到客廳，之後轉到廁所，最後的視角在後陽台。畫面當中一格一

格的留白空間裡的人物各自作各自的事情，其他的部分較為重的墨色來襯托在留

白之處的主角，而觀者的視覺容易在這些留白之處游移，這樣的表現方式為實多

虛少，自然而想像的空間會較為少些，但所呈現的方式與視覺感受更為真實而戲

劇化。 

 

作品十八：〈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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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八：〈遐想〉 

尺寸：160X81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以男人的角度來窺探女人在一件件拿著中意的衣裳時的情景，歡喜又帶點猶

豫的心情到試衣間，想著這件衣服適合自己嗎?有些人高興地走了出來，而有些

人帶了失落感，卻故作堅強的走出更衣間，試想女人在更衣室裡的心情與筆者之

間的遐想與猜測。 

 

形式表現： 

   以留白來手法使人有想像空間，圖畫中的女主角們都以局部的姿態出現，而

大部分的身體都是被白給遮掩住，給予人猜測的空間，而人物上以乾擦的手法描

繪，並以濃墨的背景襯托之，形成乾溼的對比狀態，而在賓主的區分上，主角的

黑白反差上最為明顯，其次以灰調處裡。 

 

作品十九：〈歡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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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九：〈歡樂時光〉 

尺寸：112X118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以家人為題材，圖中的是筆者父親與大哥，描繪男性時常一起如廁時，有時

難免會比較的心態，或者是出自於關心，近幾年時常在外求學，回家的時間少了

與家人相處更是減少了許多，但回到家時候，總還是這麼的熟悉、歡樂的感覺，

雖然相處的時間很少，但聚在一起的時間總是這麼的開心、自在。 

 

形式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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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乾溼對比的手法來描繪，人物上用乾擦來描繪體感，而用濕墨襯托人物更

為明顯，而利用切割的概念來呈現兩種不同的視角，上面的為主角，所以在襯托

上較為濃墨來突顯重點，而下面利用漸層的方式作為虛的延伸，而在兩張之間的

接合處，我利用白邊作為銜接並使人有想像空間，而在上方補上一條較為細的白

作呼應，而在動勢上，呈現 Z 字形的走向，至上方的人物與背景，較為淺的墨色

部分作為動勢的移動，再到落款的位置，最後在最下方的白延伸到畫外。 

 

作品二十：〈在那扇門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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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十：〈在那扇門之後〉 

尺寸：80X105cm 

材質：水墨設色、宣紙 

年代：2013 

創作理念： 

 窺探的角度來觀看，在每一扇門或者一扇窗戶後面，都隱藏了人類最私密的

情感，而在外頭觀看的人，往往都會以偏概全的去思考，那些人是在做什麼的疑

慮，就像貓咪的反應似的，當貓咪看到一種物體的後方，有不明的物體在晃動，

會引起貓咪的好奇心，而去一探究竟，滿足好奇的慾望，但人類太相同，會因為

心裡的懼怕，而只在大腦裡作思考，想想那些人到底在做什麼，而鮮少人會直接

去探究真相到底是如何。 

 

形式表現： 

以佈白的觀念來配置這張圖，分成四等

分，四分之三為留白，其餘為主要描寫

部分為主角，而將底下的描繪部分作較

寫實的處理，與留白的部分作為對比，

然而留白是一種想像的空間，可以是一

扇窗，可以是一扇門，也可以是一片布

簾…等等，等觀者去發掘、想像。在構

圖上，疏密的觀念來說，左方的兩雙腿

較為緊密，而右邊的一雙腿作為呼應的

部分，在動勢上，以腳趾頭的運動方向

為動勢之主要，左方的運動方向為互動

的情景，右方的運動方向為走向畫面的

深處作為一種推遠的引導。 

 

動勢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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