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  論 

 

 

 

每一位藝術家都希望能跳脫自我的限制，視覺、聽覺等五感的生理上的

限制，因此需要藉各種可能的方向讓自己的心境轉變，心境無法說變就變，熟

悉的環境、事物及人群都無法改變自己的心境。如此，當挖空心思去改變自己

也徒勞無功，一個大力士無法站在地球上舉起地球，所謂「不識廬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跳脫自我的限制真是藝術創作的一大課題。 

在藝術史上每一個階段的發展，藝術家們莫不積極使自己的創作能在時

代上有所突破。「每一個時代、每一民族的感情與思想亦有所不同，故一部美

術史同時亦可說是一部人類的精神史或思想史了。然而作家是位於歷史的某時

間與某空間內的，他雖忠實自己而樹立了其獨特之風格，但不知不覺中已表現

出了該時代該社會的世界觀與人生觀來。因個人是社會的一份子，環繞他的外

界無形中制約了個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同時作家雖堅持個性，也脫離不開該

時代的看法與表現了。」(王秀雄  1991)因此，無論藝術家們怎麼努力，仍舊

跳脫不了時空的束縛。為了如此，藝術家們選擇改變時空或改變當前外在的種

種因素，好讓自己能有機會跳脫出來看看自己。 

身處紅塵的藝術家要如何能「靜觀」這個世界？為什麼有人能夠把平凡

的事物化為神奇呢？宋人程顥：「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這

裡最關鍵的是這個「靜」字。佛家說：「能靜得下來就是功夫。」一般的人隨

便能夠靜得下來嗎？在一個與世無爭，心思清靜的人看起來，所有的萬物體現

出的，都是他先天的本性，都是那麼自然，那麼美，那麼善良。而人間的春夏

秋冬四個季節，也都各有巧妙，這樣的人，遇到任何變化，都能夠心領神會，

怡然自得。「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真正宇宙的法理，是超乎

天地之外，從上到下每個層次，一體貫穿，而且是無所不在的。而我們的思維，

從宏觀到微觀，就像是風雲一般，隨時都有著千變萬化的體悟。對於藝術創作

來說，觀察是第一重要的，但要進入到如「靜觀」般的境界是何等的困難啊！

就算是用上最新的科技來輔助自己做「微觀」或「遠觀」，最後還是很難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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顥說出那句話。 

和程顥有異曲同工之妙的是英國浪漫詩人布勒克的詩句： 

 

在一粒沙子中看世界， 

在一朵野花中見天堂， 

在你手掌中緊握著無限 

而在一小時中抓住永恆。 

──布勒克「天真的象徵」（Auguries of Innocence） 

直覺哲學從時間的整個價值上看時間，似乎不容許每一剎那僵化。當每

一剎那自「空」中產生時，抓住每一剎那。因此，剎那性是這種哲學的基本特

色。每一剎那都是絕對的，活的和重要的。青蛙跳、蟋蟀鳴、荷葉上水珠閃爍、

松枝間微風吹拂、月光照在潺潺的山澗。──鈴木大拙 

《禪與藝術》中「當下」這一段，提到要正常吃、正常睡，但是不能停

止思考，因為「當下每一剎那的獨特性，它澎湃的創造力和新奇不斷地從我們

身上散發出來。」(劉大悲，1988) 

 

5.1   藝術創作的本質： 

在此提供了幾個思考方向。 

 

5.1.1 時空問題： 

藝術的發展與時俱進，藝術具有時空的特質，在不同時空之下，無法

用同一標準去評斷藝術品味的高低，我們雖一再推崇達文西的藝術成就，

在藝術表現上，達文西並不能和畢卡索比出高下，因為時空不一樣了。因

此，前輩的優點只能當做參考，做為一個藝術創作者，應在自己的時空下，

找尋屬於自己的特質，才能跳脫傳統的束縛，開創當下的「靈光」。 

 

5.1.2 科技問題： 

藝術的發展雖與當代科技息息相關，但科技並不是唯一帶動藝術創作

的源頭，科技給了藝術家多一項技術的選擇，決定藝術創作的還是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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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達文西處於講求科學的文藝復興時代，光學、透視、解剖及大自然

等科技的特質及油畫的技術都正好成為他的作品《蒙娜麗莎》的特質之一

部份，藝術家敏感地接受了科技，這個選擇是讓科技使創作更有效率且更

接近自己的思想。 

 

5.1.3 複製問題： 

「複製」讓藝術的特質開始模糊，藝術其獨一無二的特性重新被詮

釋，掛在羅浮宮裡，被以防彈玻璃重重保護的蒙娜麗沙到底是真是假已不

重要了。最後，想法的獨特性是趨於不變的，那是在「複製」科技之後，

僅存的一點「靈光」。與其讓笨拙的人工去「複製」大師的名作，使世界

上多了好幾個版本的膺品，那些看不到真跡的畫匠只好看著膺品繼續「複

製」，直到藝術品的「靈光」完全喪失，倒不如讓機械來「複製」，至少

它可以做到每個版本都一致，最後還可以保留住藝術家作品的些許「靈

光」。因此，作品的獨一無二的特性並非來自實體，而是來自創作的原點

思想，一件具有獨特思想的攝影作品仍然可稱得上是一件好作品。 

 

5.1.4 表現問題： 

再現是一種模仿的方式，而表現則是一種創造的方式。再現與表現

雖可以分開談，但早在《人間詞話》裡，已談「『寫境』的表現」和「『造

境』的寫實」。因此，就純描寫的「再現」來說，因個人的表現角度特殊，

也有可能是「表現」傾向的，如歐基芙的花系列作品及本創作「自解」系

列作品。但是比較模糊的是「『造境』的寫實」，宋元畫家開創「表現」

的創作風格，明清畫家模仿其風格來「套用」在不同題材，正如現代人還

有「印象派」的餘韻。因此，這種再現是對已具有表現特質的風格，研究

其每一種表現元素，再套用在不同題材上，對於這樣的創作方式仍屬「再

現」的範圍。 

 

5.1.5 互動問題： 

藝術創作是要能激起觀者的共鳴，因而在參觀作品的同時能有所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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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或有所感動，因此，只要觀眾能在作品前有些情緒上的變動，那表示作

品和觀眾之間已達到某些層面的「互動」。這互動的成份也代表著作品和

觀眾之間有某些表達上的互通，作品本身的生命力也就在這「互動」的意

義上。 

進入聲光多媒體的世代，對於傳統的平面創作大都引不起現代人的

興趣，現代藝術創作出現比較多的「形式互動」，透過具體的互動過程，

讓參與者變成展覽的主體，在互動的過程中，引導觀者去了解作品的所要

表達的概念。「互動」最後還是要落實到觀念的傳達，假若一個觀念的傳

達只需簡單幾筆即可完成，那麼何必耗費那麼大的工夫做複雜的互動藝

術。因此，實體的「互動藝術」仍然建立在作品對觀念傳達的需要性。 

 

小結： 

藝術有太多的可能性，對於一個創作者來說，有時會感到茫然不知所措，

因為在練習的過程中，有太多的方法可以拿來創作，但最後感動觀眾的並不

是那些非常熟練的技術，而是那些難能可貴的一點點想法。那學那麼多的技

巧和方法做什麼呢？在正式創作前，所有的方法都先拋到腦後，讓自己的思

想更純淨，更冷靜的想著所要表達的內涵，這才是藝術最可貴之處。然而，

當開始著手創作時，所有要解決創作的技術都將涉及自己過去練習時所累積

的實力，所謂實力，這時才開始顯露出來。 

 

 

圖 52《鳥毛》和其他作品擺在一起的感覺

 

5.2 後續研究及貢獻： 

在作者的觀念

裡，作品本身要有和觀

眾的心靈上互動的特

質；必需要能激起觀眾

的視覺經驗進而參與

想像；作品必需要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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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共生、畫外之意的特質；

它是要日常接觸但不被注意

的題材；它的形式要儘量「低

限」和「極簡」才不致干擾

觀眾的思考。經歷過這樣的

創作思考過程，在完成「自

解」系列作品之後，令人可

喜的是已迫不及待要破繭而

出了。 

本創作已延伸的另一創

作已經誕生了－《鳥毛》系

列，而且經展出效果很好，

這是利用影印機輔助的創

作，將是下一個創作的新風

格，也是本次創作論文最大

的收穫。 

作品的想法和「自解」

都大同小異，主要也是靠科

技的幫忙，利用影印機將鳥

毛直接影印，再以過去所學

中國傳統水墨畫的技巧和特

質加諸其上，讓墨韻和留白

製造另一層質感和想法，這

是對作者本人最大的貢獻。 

對於未來，本創作還可

以繼續延伸： 

 

圖 53《鳥毛》 2005.12  鄭炳煌 

圖 54《鳥毛》局部 2005.12  鄭炳煌 
5.2.1   擴充微觀的藝術表現： 

微觀並非眼睛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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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更不是科學儀器就能達到的藝術境界，在藝術家的獨到眼光

配合微觀的科學輔助，那微觀的藝術表現才得以實現的一天。在超

脫人類自我生理限制的同時，也在形式上超脫了自我創作的限制，

進而進到另一個表現的世界。 

 

5.2.2  素描創作的完整性探討： 

素描在創作形式上一般被認為因為繪畫元素不足，而僅限於草

圖或練習的地位，在藝術市場上更少收藏家會去青睞它，在種不利

的條件下，還是可以根據創作的方式去正面探討素描創作的問題，

什麼樣的素描創作才可稱得上是創作而不是習作。 

 

5.2.3  網路遠距素描學習機制： 

光學儀器輔助做畫是一很科學的繪畫經驗，就算沒有科學儀器

幫忙，在整個學習寫實素描的過程，仍然試圖想超越自我的生理限

制，利用量棒、取景框等各種輔具模擬光學的投影方式，而電腦是

既省時又能精確的方法。而網路的發展日新月異，網路人口一日千

里，大眾們各取所需，各就自己的需要游走於網路上。本創作只要

在互動機制上稍加修改，即可讓它盛行於網路，造福更多人群。 

 

5.2.4  科技和繪畫的探討： 

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新的媒材和科技產生，並且直接或間接影響

藝術創作，差別只在影響的大和小、它是做為主要的或次要的媒材

罷了，每一種媒材對一個時代來說都有它的優點及限制，當新媒材

出現並且廣為大眾所接受時，舊媒材會慢慢消退而被創作者所遺

忘，文藝復興時期，當油畫出現後，蛋彩畫很快就從藝術家的創作

中消失了。面對當代形形色色的創作媒材，我們應如何去看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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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結語： 

藝術創作其實是一件複雜的工程。藝術家以其獨到的表現手法讓作品成

為獨一無二的個體，在獨一無二的時空中，展現給他的觀眾們。這過程中，

他們必須要用獨到的眼光來看這世界，並且用各種不同的心境來觀察品味周

遭的人生。對於凡人的我們來說，要完成一件偉大的作品是如此的艱難，但

要當一位觀眾就簡單多了。不論是藝術家或是凡人當要有以下的修煉－「童

心」。在朱光潛的《談美》裡，朱氏提到「大人者不失其赤子之心」，畢卡索

和莫內也都希望能保有如兒童般的視覺能力，若真如此，保有童心在藝術創

作上會有不一樣的視野，在身心上也應會很健康，畢卡索、莫內和張大千還

有很多藝術家都做到了，在此以鈴木大拙的話做總結： 

 

人是思想的動物，但是，他的偉大作品卻完成於不在計慮和思

想的時候。經過長時期「忘我」的修養之後，應該保留著「童心」。

若能保留童心，那麼，雖未思想，也在思想。他的思想有如天降陣

雨；有如大海中波濤汹湧；有如星星照亮著黑夜天空；有如醉人春

風裡發芽的綠葉。其實，他本身就是陣雨，就是海洋，就是星星，

就是綠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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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炳煌展覽新聞稿 

網路攝影機創出一片天地 

──9/3-9/15 鄭炳煌在台中市文化局的創作畫展 

 

素以水彩創作見長的鄭炳煌，今年竟有超乎想像的表現，

親自拿起網路攝影當作創作工具。更有趣的是創作的題材是

自己的身體，他用 cmos 在自己身上來回游走，企圖能找到一

些平常不注意的視覺圖像，再把原寸 3 公分的身體局部放大

成 90 公分大的素描，雖然只是日常所見的身體，但在經放大

之後會給人無限的想像空間，看了鄭炳煌的作品，每個人都

會有不同的聯想，這也是這次展覽作品最大的特色之一。鄭

炳煌還請他的好友－林世明先生幫每一件作品創作一首詩，

但他要提醒您，千萬別被標題和題詩限制了自己的想像空

間，看文字說明之前，自己也能練習聯想一番。 

 

這次展覽鄭炳煌還提供一個互動的裝置，他設想如何教一

個完全不懂素描的人，簡易地進入素描的領域，並畫一張自

己完成的自畫像，在電腦的設定方面，他得到了學生家長的

支援，自己並加以設定成初階到高階等不同程度的使用者選

擇，透過電腦的引導，能立刻上手並達到令人滿意激賞的作

品。 

 

 

附錄 05 新聞稿 



 

附錄 06 科技與素描的對話採訪錄 

1. 科技與素描能夠整合嗎？ 

 的確可以，借助科技產品特性，讓身體不常表現部分放大，突顯出其視覺新觀

點，作者們便能獲得新的啟發，科技的運用與繪畫並不必然牴觸。 

2. 何以選擇身體作為「自解」創作主題？ 

 一般人對於自己身體既熟悉又陌生，利用視訊攝影機概念，在身體遊走，可以

用不同觀點，將自己重新解讀一次。 

3. 選擇作品尺寸為九○公分見方，目的何在？ 

 身體的某些肌理，常讓作者們忽略。將自己的身體局部，以炭筆素描形式放大

二○○○倍而成為九○公分見方的作品，是一種微觀概念，可以放大比例注意

某些細節，讓身體說話。 

4. 顯然這次作品並非強調寫實技術，其中心思想為何？ 

 寫實素描並非繪畫的全部，重要在於繪畫觀念及內涵，到底一個創作者想要表

達什麼訊息給觀眾，這才是重點。 

5. 將身體局部放大，會產生什麼視覺效果？ 

 一般人常會以異樣眼光看待身體。當某些皮膚、毛髮局部放大時，從遠處觀看

是身體形象，但從近處凝視則為符號，所以不必過度執著在具象這個點上。 

6. 每幅作品題目如何產生？ 

 人存活於自然界，和環境離不開關係。身體也是一個小小的世界，其中佈滿了

點、線、面之概念。有時看起來，身體的線條其實就山岳河海之線條，有稜有

角自然也有坑洞和高原起伏，這不是極有趣嗎？所以用磯、麓、洲、岩等題目，

恰足以表現出身體豐富多樣性。 

7. 每幅作品之文字說明如何出現？ 

 每個人看待畫的角度不盡然相同，所以這次文字部分是準備邀請另一個朋友，

以觀眾角色解讀對作品之感覺，如此可以激盪出更大火花，讓作品更有想像空

間。但要提醒的是，千萬別被標題和題詩限制了自己的想像空間，看文字說明

之前，先自己也練習想一想。 

8. 這次創作上讓觀眾參與的目的為何？ 

 一般人總是視素描為畏途，認為它是屬於專業畫家的範疇。事實上，透過電腦

技巧，只要做到一些層次觀念，便能輕易處理人像繪畫，讓素描變得簡單易學。

這就是為了鼓勵每個人都能參與，且容易上手達到成就感之最基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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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07 展覽現場的操作說明 

使 用 說 明  (慢慢來！請勿操作過快！) 

號電腦 拍照：坐定位置，將頭部調到畫面正中心位置，按下拍

照按鈕。(約 30 秒) 

號電腦 程度：根據自己的程度選擇按鈕，可以選初階或中階，建

議不要選高階。(約 2 分鐘) 

號電腦 列印：選取剛做好的檔案，按右鍵選列印。(約 1 分鐘) 

 

素 描 基 本 技 巧  

電腦已幫您做好色調分離，共有五色階，初學素描學會這五色階就

可以把素描畫得紮實，遠看其實和全色階是一樣的。 

1.短握鉛筆，用力畫時鉛筆直立畫出最黑的色階。 

2.若畫最淺的色階，則握鉛筆的最尾端，不須用力。 

3.每一色塊須均勻整齊，鉛筆保持尖銳的狀態，畫完背景塗上一均勻的灰

階。 

◎畫完簽名並貼到展區展示，等 9/15 展完請自行拆回去！ 



 

附錄 08 Action 的內容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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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09 觀眾迴響（一） 

2005/09/4 下午 03:33:48 

 

Dear 鄭老師： 

 

六月份我回台灣的時候好像有看見這幾件作品？在一中展？可是沒有仔細

看，真可惜。  

 

我喜歡這些畫因為把身體部位放到極大而造成的陌生感覺。身體應該是人最熟

悉的，每天都在看與觸摸，看了這幾張畫後，讓我想到我好像沒有這樣看自己

過，很有趣的觀點。  

最喜歡炭筆的第一張（邃）、最後一張（磯）還有（縫），因為他們留給我很

大的想像空間，有些也許可以猜出他們是身體的哪個部位（希望耳朵的形狀再

不明顯一點），但也有很多的不確定感，他們讓我聯想到抽象空間裡的地形，

或者是畫家想像的空間，跟其他張比較起來我比較不容易直接想到“皮膚“或

是“毛髮“，身體的部位。我記得你有跟我說過這些畫是從照片發展的，我覺

得比較特別的是有一些筆觸還有線條的誇飾蓋過了照片發展的痕跡，進入了

“畫“的形式而不是照片就可以呈現的影像而已，(個人覺得還可以再誇張一

點...)。  

看了畫後心裡的問題：  

“自解“只是因為對自己外在身體的好奇心、探索，而想呈現這些所見自己的

影像，單純的美感，或者，除此之外還描寫畫家內在的感受？如果沒有的話有

沒有考慮過？  

......我盡量把我的感覺寫出來，過程中所聯想的，希望有點幫助！看一看就

算了，還是畫家自己的感覺最重要，我只是一個觀者。不過真的很喜歡第一張

跟最後一張，希望還可以看到更多！  

 

署名：選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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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0 觀眾迴響（二） 

 

2005/09/10 上午 12:08:14 

 第一次看到鄭炳煌老師的作品時是在幫忙佈展的那天，若非奕嘉後來與我討

論，會深深以為(漫 1)是一片霞暮下的蘆葦草原！ 

在看了每幅作品的名字之後，才發現我的聯想也是在老師的預測之內吧！就像

是 Joe Johnston 的電影,比例改變之後，變成了截然不同的未知世界，與我們

再親暱不過的身體變成偌大遼闊的各種地形，面對這樣的轉變，如同身陷陌生

的環境，感官搜捕變得更加細密，知覺啟動敏銳的戒備。關於包覆著我們的肌

膚或是毛髮，因為稀鬆平常，所以似乎不足為奇，然而走進畫中，我也開始懷

疑我會尋獲些什麼了？是放大鏡才看得見的塵?？或是幾枚剛留下的指紋？又

或是我能宛如躺在地板上聽轟隆隆的夜聲喧囂，也側著臉感受汩汩川流的血液

呢？我特別喜歡(邃)、(岩 2)和(洲 1) ，身體的神秘彷彿積聚於幽深如洞穴的

黑暗之中了，而肌膚的紋理又像是導引的路線,催促著好奇的視覺前往探勘，進

而發覺！ 

在身體上的逡巡移動說來十分詭譎，這種氣氛在畫中瀰漫開來，挑起探究的欲

望使人愈步愈深，終於進入炭筆營造的深度裡去... 

也許每個人都該試著走一遭身體地形，而我們都能站在溝壑,深罅旁聆聽更加

具體的脈搏聲，或是吹吹吐納時的風。 

具體的部位看似變成具象的風景了，而真正抽象的其實是突然放大了、曝光的

"我"，埋在身體底下的內在就像毛髮般自毛孔長出，似乎秘密也這般萌芽欲出。 

對於老師的作品我的感覺就是這樣的，寫了一堆廢話真是抱歉，基本上我的思

考總是毫無邏輯可言，所以要我來談什麼表現形式，線條等等是不太可能的，

看畫影響我最深的往往就是氛圍，而鄭老師真的很厲害，我真的很喜歡(自解)

這系列的作品，因為它帶給我的是不同角度的視點，我好像從中發現身體的可

讀性，為此感到高興。 

  

署名：家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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