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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魔術--「視覺藝術創作」課程有感  

 

                                  張淑芬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一、前言 

 

    身為藝術治療領域的學習者，總是記得老師的殷殷叮嚀：藝術治療師自己要有

豐富的創作與媒材使用經驗，透過自身直接的創作經驗，如同實驗的過程一般，對

各種的藝術媒材或創作特性產生深刻的理解，這部分是藝術治療師對自身專業認同

的核心。但我卻從沒想過畫布也可以自己製作！ 

 

    因為學分數不足加上想對創作的多方嘗試，趁著在職進修還具有學生身分

期間，選修了蕭老師的「視覺藝術創作Ⅰ」。上課的第二周，同學們採買的材

料都到位了，我們各自拿了 10號木框，選了美麗善心的 Kate幫大家帶來的各

式花布，刷上維持恆溫 80度的兔皮膠（1:5，加水稀釋後，隔水加熱），然後

放在大太陽底下曝曬，20分鐘左右就乾了！再刷上一層，因為創作時，我想保

留一些原本的企鵝圖案。 

 

    會畫出什麼，我也不知道，只待時間給我答案。 

 

    過程中，不斷想起初入學時修「工作室藝術治療」，作業之一的「歷程性繪

畫」，也想到媒材課，老師引導我們的「七日創作」。 

 

    其實，本已準備一塊上有小叮噹圖案的大毛巾，舊了，卻是先生對孩子的疼

愛，但忘了帶出門，只記得調顏料的生雞蛋，又想這天就做好自己的畫布，就在

同學 Kate帶來的布堆中找了頗有童趣的布。 

 

    打釘時，和學妹兩兩互助，感受到自己不再堅持凡事都要自己來，那種心裡

鬆動卻能把事情做得更好的感覺，真好！ 

 

    這真是感冒期間的我，除了親友關心外，最棒的禮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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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恆溫 80度，隔水加熱的兔皮膠 

 

 

 

圖 1-2蕭老師示範在自製畫布上以刷子刷上兔皮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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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淑芬的自製畫布 

 

二、創作歷程紀錄 1 

 

    創作，從何開始? 

 

    我的表達和別人的觀看，如果有落差，那麼這當中發生了什麼事?或者，我

有滿腔的想法，而無從表達時又該怎麼辦？ 

 

    什麼是藝術？什麼是創作？ 

 

    有情緒有想法要表達，除了原本的習慣，也可以想想別的可能，比方說，把

雕塑變成攝影作品，比方說在一張畫紙上先寫字後畫畫，或先畫後寫…… 

 

    我們帶來想跟老師分享的作品，謝謝蕭老師問了很多好問題，也讓我們思考

創作的可能性。 

 

    這一周的課程主要是學習怎麼用亞麻仁油加色粉去調出油畫顏料，以及，在

自製畫布上打底，以水、兔皮膠、碳酸鈣、鈦白粉煮一小鍋（隔水加熱），設定

恆溫 80度，再以刷子刷在布上。 

 

我刷底色時，還在構思哪邊要刷白色，哪邊要留下完整的企鵝圖案?老師在

旁說:哦？不一定要很規則的刷呀！而且，這其實已經在創作了！ 

 

暴風雪中的企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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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謝謝老師給了這個詞！ 

 

這也是我當下的心情！孩子小時候，我曾帶他到電影院看「企鵝寶貝」這部

紀錄片，而今已是大學生的他，正面臨各方的考驗。做為母親的我情緒也很複雜，

回歸情感面，覺得自己就是個母親，試著內化這些年的正念練習和藝療學習，轉

為陪伴孩子的力量。 

 

而同時，我也記得要好好照顧自己。 

 

 

 
圖 2-1將兔皮膠加水調的濃稠些，再加入碳酸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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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暴風雪中的企鵝（先刷上第一層底色:白色，但沒有刷滿;須等乾了之後

再上第二層） 

 

 

三、創作歷程紀錄 2  

 

    隔了一週，再看到自己的畫布，有點驚訝，驚訝「時間的魔術」。怎麼說呢？

原來，只上兔皮膠的區塊，更顯突起了！ 

 

    要上第二層底色了，等待的空檔，翻了兩頁書，聽了學妹分享過去的創作，

也看了老師為我們準備的影片，想當年米開朗基羅的天花板壁畫真是很不容易呀！ 

 

    而我想的是:是什麼讓我們面對人生困境時裹足不前？又是什麼讓我們願意

擦乾眼淚後，深呼吸，然後，努力向前踏出一步？ 

 

    心裡突然浮上悲傷的感覺，有點分不清是擔心孩子的自己？或者是，正經驗

各種考驗的孩子觸動了身為母親的我？ 

 

    待同學們都打完第一層底色，我拿起刷子，慶幸鍋子裡還有濃稠的兔皮膠混

合碳酸鈣、鈦白粉混合的白色。再次刷上畫布，仍刻意留下中間的企鵝圖案。暴

風雪來了，四週都是白皚皚的冰山。奇妙的是，雖然沒有看時間，但這次似乎很

快就乾了！相形之下，那畫布的中央，更突起了！猶如風雪中的一塊淨土，倖存

的企鵝開起宴會來！ 

 

    把畫布拿遠一些看，竟發現隱隱的透明！這是一場夢嗎？還是一段回憶？被

一隻長大的企鵝收在它的眼底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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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將如何發展與呈現？我也挺好奇的！ 

 

 

 

圖 3-1剛刷上第二層白色的畫布 

 

 

 

圖 3-2乾了之後呈現透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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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未上白色的部分更顯突起 

 

四、創作歷程紀錄 3   

 

    雖然上週因為生病，錯過了「蠟」在創作上的發揮，幸而學妹幫我留了一小

塊的白蠟、紫蠟，讓我藉由這個可愛的小物件，可以再跟大家連上線。 

 

    謝謝老師和同學們各自帶來了尺寸不一、質感相異的木版。感覺可以玩的

花樣越來越多了! 

 

    從隔水加熱融蠟、調顏料（用油畫顏料或色粉，前者容易在畫面上「結塊」，

後者則比較有「暈開」的效果），接著在一塊塗滿白色水泥漆的木板（用此法，

蠟的創作比較完整，如果在紙上，則容易裂開）上進行「蠟畫」的實驗(如圖 4-

1)。 

 

    先在板子上滴上加了顏色的蠟，很快就乾了，再用瓦斯噴槍火烤，嗯，挺像

烤布蕾的概念。此時，火烤後的蠟是具流動性的，再刷上一層白蠟，因為交疊，

色塊的邊線有種朦朧的美感。還可以怎麼玩呢？頗有童心的老師剪下筷子包裝上

的「朱記」二字，但即使上了蠟，還是太分明了，那就來點顏色吧！淺綠色的油

畫顏料混在融化的液體白蠟裡，抹上去，層疊間保留了原本的字跡，但又有新加

上的淺綠色，彷彿春天的新綠飛上了朱記二字。還可以再豐富點，就把那塊看似

抹茶蛋糕的淺綠變身吧！瞧，一點紫色色粉，一層蠟，一筆粉蠟筆的線條勾勒，

再一層蠟，連麥克筆也來湊一腳，上蠟之後，記得讓瓦斯噴槍上場火烤一番，就

可以看到「流動」的可愛小戲(如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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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老師的示範，我回到座位，喀嚓喀嚓地剪起砂紙來，想為那些狂歡的

企鵝設置它們的基地，而這基地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浮冰，偏偏砂紙是黑色的，用

保麗龍膠貼在畫布上，看起來有點突兀。嗯，沒關係，我覺得「蠟」這個媒材可

以使上力。果不其然，先以白色粉蠟筆在塊狀的砂紙上簡略隨機的塗抹後，均勻

地刷上一層蠟，待乾後，再局部局部的上蠟，哈，有點立體的效果了（如圖 4-3）! 

 

    至於畫面的上半部，原先的想法是以銀色亮粉和綠色、紫色做出「極光」的

效果，因為時間的關係，加上不想浪費小鋁盒裡的紫蠟，遂再次加熱後，將其在

畫布上如澆花般地灑落，再用大刷整理整理。咦，極光沒出現，怪獸倒現身了!

這群打算在世界崩解前高歌狂舞的企鵝，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如圖 4-4) 

 

    有個故事出現了!未完待續…… 

 

 

 

圖 4-1  蠟畫基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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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蠟畫的變化 

 

 

 

圖 4-3 畫面的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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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逐漸成形的作品 

 

 

五、創作歷程紀錄 4 

 

    每次的視覺藝術創作課，看蕭老師教我們的各式創作方式，是忙碌生活中的

莫大享受。這一天的媒材組合是白蠟加油畫顏料，在木板上先刷藍色，再以中間

挖空的明信片抹上黃色。當然，一層又一層的做法，上色後，一層蠟，然後用瓦

斯噴槍熱熔，待其乾，重覆個兩三次，最後做出如拼貼右下角的效果:黃色宛如

漂浮在藍海上(圖 5-1)。 

 

    上課前，在家裡翻出孩子小學六年級沒用完的粉蠟筆，八、九年了，應該還

可用吧！果然，行的！ 

 

    原本在畫面下方的那些「冰塊」看來實在太黑、也太銳利了，就用孩子留給

我的蠟筆修去那些邊邊角角，再用一層蠟，讓顏色柔和些(圖 5-2)。狂歡的企鵝

們似乎也更開心了，那麼，怪獸呢？ 

 

    原來，怪獸來自崑崙山，那遙遠的東方。飛到冰天雪地，一大片的白雪皚

皚，一大群樂在其中把酒言歡的小傢伙們，看在變形如家常便飯的怪獸眼裡， 

這「吃人」的戲碼，還要上演嗎？ 

 

    罷了，罷了，罷了……我舞影凌亂，我歌月徘徊，且讓來自敦煌的飛天，舞

一曲，歌一首，也跟這些可愛的小獸們共度良宵吧(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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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復何求！ 

 

 

 

圖 5-1  蠟畫變化版 

 

 

 

圖 5-2 用白色粉蠟筆讓碎冰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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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作品完成：末日狂歡 

  

六、心得   

 

     時光苒苒，一學期的視覺藝術創作課將近尾聲，我學到了幾件事： 

    

1. 原來畫布可以自己做！ 

   打釘時，和學妹兩兩互助，感受到自己不再堅持凡事都要自己來，那種心裡  

   鬆動卻能把事情做得更好的感覺，真好! 

 

2. 有情緒有想法要表達，除了原本的習慣，也可以想想別的可能，比方說，把

雕塑變成攝影作品，比方說在一張畫紙上先寫字後畫畫，或先畫後寫，或建

構後加以破壞再建構，允許模糊、允許不規則、允許失控…… 

 

是的！失控！在作品即將完成之際，我使用瓦斯噴槍想讓畫面上半部的紫色

顏料更流動些，看看會產生如何的圖樣，卻因為火苗太靠近畫布導致左上方

「起火」！我心裡驚呼，但表面故作鎮定迅速地吹一口氣，蕭老師在旁幽默

地說：「哦？聞到味道了。」謝謝老師的淡定，而非大驚小怪，這真的真的

很支持當下的我！也因為這個意外，讓我看到了拿著樂器的飛天(如圖 5-3

左上角)。 

 

記得席慕蓉曾言：「不管日常生活的表面是多麼混亂粗糙，在我們每個人內心 

最幽微的地方，其實永遠深藏著一份細緻的初心--那生命最初始之時就已經擁有

的，對一切美好事物似曾相識的鄉愁。詩，就是由此產生的。」(席慕蓉，《七里

香》，圓神出版，2020年 9月，新版序，頁 v)視覺藝術創作，又何嘗不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