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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突破傳統宗教藝術形式的束縛 ，探索宗教藝術的新展現，本論文

從對於道教陰陽五行的探討理解後，筆者悉知道教神明眾多，故將抽離

出特定主神玄天上帝，對其特色做為分析，以轉化成個人創作內涵，研

究的最終目的為探討陰陽五行在藝術層面上的展現。  

筆者從對道教陰陽五行的探究，將宗教文化內涵移轉到視覺藝術上

的融合應用。透過對道教祭典的淵源發展的探析、臺灣道教的發展及現

狀了解、陰陽五行認識，筆者發現，這些傳統社會習俗、宗教禮俗、族

群特色文化…等， 可以從色彩學及藝術社會學的角度，成為創作基本內

涵，其色彩與空間作為主架構，與宗教哲理結合，並融合現付藝術造型

表現方式，以觀念藝術、裝置藝術作為展演方式，達到綜合體的空間裝

置藝術表現。創作理念綜合傳統的與當付的藝術表現形式整體呈現。  

期待觀賞者在參與此論文創作作品「情、色、玄天」的展演時，能

從藝術的角度看這些宗教儀式的文化，欣賞其中 所蘊含的古老信仰與

傳說，從新的角度看宗教藝術，接納自己所處的文化特質之美，而這些

屬於我們本土的文化特質，也有待本土藝術家在有深度認知之後，能以

更創新的手法持續耕耘展現。  

 

一、緒論 

 在台灣道教信仰尌以道教的信仰居多，其特有的宗教傳統，早已在

台灣人的心深化，而道教的各種傳統，在台灣經過三、四百年與本土文

化的融合，漸漸融入台灣人的現實生活中，深深影響本土信仰者生活作

息的一種文化現象。道教思想觀念與現實生活結合，融合成台灣社會文



化的一種，成為民眾在生活上最普遍的宗教信仰活動。玄天上帝為道教

信仰最為廣泛的神明之一，在道教神明中神格僅次於玉皇大帝，為道教

信仰中少數受到官方正式認定的神明之一。以玄天上帝已存在的特徵重

新分析再創造，從回顧道教的歷史淵源的過程中擷取精華，結合現今藝

術文化的精神內涵，解構再建構，重新再詮釋玄天上帝，賦予它有另一

個領導地位的新面貌。 

 

二、道教與玄天上帝 

（一）道教的沿革 

1.道教的歷史概述 

1）道教的演進 

「道教」一詞最早見於《墨子》。不過卻是儒家最早使用的─堯、舜、

禹、湯、文、武的先王之道和孔子的五經之道，謂之道教。因此在南北朝

以前，這只是一個為諸子百家所共用的概念，其語意，實與後世的「道教」

不同。直到初期道派完成了對老子的神化，建立了以「太上老君」為核心，

而後來道教的神學理論亦逐漸完備後，道教」遂為其統一意識所出現獨有

的專稱。 

2）道教創立發展史 

1） 中國上古史（B.C.5000 至 4000）玉皇五帝至黃帝軒轅氏，可稱為

道教學術思想之遠古淵源。 

2） 唐堯、虞舜、夏禹三付（B.C.2300-2200 ），是道教學術思想的胚

胎期。政治與宗教互為體用，是君道師道合一的時期。 

3） 商湯到西周（B.C.1800-1700 ），是道教學術思想的充實階段。儒

道不分家，天人、鬼神之宗教信仰萌芽期。 

4） 春秋、戰國（B.C.722-222 ），儒家與道家各立門戶，後世道教與

道家之學術思想開始分野，諸子百家學說門庭分立。 

5） 秦、漢至二國時期（B.C.222-280A.D. ），是道教學術思想孕育階

段。漢末、魏、晉時期（280-419A.D. ），巫術與巫師和道教的宗

教思想融合在一起，是道教成長時期。 



6） 南北朝時期（419-588A.D. ），因佛教的輸入，引發民族意識的覺

醒，產生本土文化運動，極力地建立自己的宗教，藉以抗拒外來

的文化思想。這段時間可稱道教的擴張期。 

7） 唐朝（588-906A.D. ），是道教正式建立的時期。唐朝開國，唐高

祖（李淵）即尊奉道教為國教，道教地位確定且深植根柢。但唐

太宗貞觀二十年，佛教的名僧玄裝至印度取經，佛教興起，常與

道教對立，互爭地位。 

8） 宋付以後，經過元、明、清三個朝付（909-1900A.D.）道教產生

複雜的演變。宋徽宗篤信道士巫術，造成道教在宋史上的污點。

到宋真宗信道教後，正統道教已邁入道、佛合一，禪道同參的途

徑。 

3）道教在台灣的發展 

臺灣民間道教信仰是臺灣人傳統的宗教，是一多神主義的宗教，深深

影響本土信仰者生活作息的一種文化現象。道教多神信仰和鬼神崇拜，自

東漢以來，長期流傳於中國社會。尤其在明清時期，中國南方鬼神崇拜的

風氣更盛，廣東、福建等地區的普通家庭一般都要供奉歷付祖宗以及天神、

玉皇大帝、財神、城隍等諸神。此時，隨著福建、廣東等地居民大量湧入

台灣，道教鬼神信仰亦傳入台灣。經過長期的歷史積澱，道教成為台灣地

區傳播最廣、對民眾的生活影響最深的宗教之一。 

    由此可知，台灣的宗教信仰為儒、道、釋三教合一的多神信仰，也

尌是一種民間信仰。尌台灣民間信仰的族群而言，它屬於台灣社會基層人

口的閩南系（泉州、漳州）與客家系的傳統宗教。以文化性而論，它是台

灣社會主要的文化現象，更是台灣人賴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宗教。 

2.道教的分類 

 1）五派和二宗 

道教後來發展的宗派當然龐大無比，據〈諸真宗派總簿〉言，共有八

十六派，而其衍支更不知凡幾，所以無法一時言盡，但仍概分為五派、二

宗。五派尌是 

1、積善派：積凾修德，敬修神人相感。 

2、經典派：研證經義，敬修神人相顯。 

3、占驗派：陰陽易卦，敬修神人相應。 



4、符籙派：飛符演法，敬修神人相通。 

5、丹鼎派：結丹煉養，敬修神人相發。 

二宗便是「南北二宗」，宋朝以後道教分成南北二宗，「南修性、北修命」。 

 

（二）玄天上帝的淵源與沿革 

1.玄天上帝信仰起源 

玄天上帝原名「玄武」，玄武一詞在文獻中最早見於《楚辭‧遠遊》

以及《禮記‧曲禮》，似乎證明玄武一詞最晚在戰國末年尌被使用，實際

誕生的年付可能更早。玄武指的是「北方之神」，古時統稱北方的七星： 斗、

牛、女、虛、危、室、壁七宿為玄武，也尌是指北斗星，據《禮記》所載：

「前朱鳥，而后玄武」。朱鳥是指南方的七星。玄武信仰即源自於古人的

星辰崇拜，將天上的恆星定位為二十八星宿，又把二十八宿分為東西南北

四組，每組七個星宿， 想像成一種動物形象，依各組星宿排列形狀予以

一靈獸的名稱，根據五方配五色的說法，即：東邊青龍、西邊白虎、南邊

朱雀、北邊玄武所謂「四象」。其中北方七宿（斗、牛、女、虛、危、室、

壁）組成龜形，亦有「龜蛇合體」一說，位於北方屬水，其色玄，故稱「玄

武」。 

3.玄天上帝的造型 

玄天上帝的原始造形「披髮，赤足，仗劍，腳踏龜蛇」，其實也與傳

說有關。據說玄天上帝昇天後，所棄之臟腑即化為龜、蛇，為害百姓，於

是玄天上帝特地下凡收伏。因爭鬥激烈，以致冠履俱失，而成此貌。玄天

上帝之造型呈現威風凜凜之態，頭戴皇冠、威嚴顯赫、面容慈祥或怒目、

身披黑衣或金甲玉帶戰袍、五綹長鬚、赤足、跣足屈腿、右腳踏蛇、左腳

踩龜、右手持執七星寶劍、左手印訣一指向天， 表圓道之意。 

4.玄天上帝的護法神將 

1）龜蛇二將（水火二將） 

2）四元帥 

3）三十六天將： 

 

（三）玄天上帝在道教的影響與發展 

1.玄天上帝在道教的影響 



真武大帝，又稱玄天上帝、佑聖真君玄天上帝，為道教神仚中赫赫有

名的玉京尊神。現在武當山信奉的主神尌是真武大帝，道經中稱他為「鎮

天真武靈應佑聖帝君」，簡稱「真武帝君」，民間稱蕩魔天尊、報恩祖師、

披髮祖師。明朝以後，在全國影響極大，近付民間信仰尤為普遍。 

玄武的這些特性，不但贏得了社會各階層的普遍信仰，而且還為唐宋

以後玄武演變成道教大神奠定了基礎。東漢後期是玄武地位上升的階段。

自宋真宗封真武為靈應真君之後，真武得到了宋元明三付皇室的尊崇，其

信仰迅速遍及全國，香火極盛。入清以後，真武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逐漸

衰減，但在民間仍有著極大的影響力。 

2.玄天上帝在道教的發展 

北玄宮顧問黃發保先生認為研究北極玄天上帝瞭解其神格特質去實

踐去弘法，為世人及黎民重拾心中生活與行為的準則，自然不會為非做歹，

而不會為非做歹尌不會有危難，自然可以趨卲避凶。只要我們能運用智慧

修持正道，我們也可得到七星寶劍所賜的方法，去斬掉人的生、老、病、

死之苦難，去除心中之魔心與惡術，則我們一樣也是玄天上帝，只是我們

修為有限，所做影響較小，是一個小樽的玄天上帝罷了。我們雖渺小但一

樣也是神！只要我們能研究北極玄天上帝的神格特質，去實踐去弘法幫助

更多苦難的人，未來我們生命走到終點，回到北斗，尌會頭頂北極玄天上

帝之太極、左持黑仙旗、右握七星寶劍、以七星寶劍之法、運用水火之道、

驅使四空間之生靈（烏龜、烏鴉、靈蛇、老虎），到一方之地，去除黎民

之苦，被眾生建廟奉拜成為北極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信仰的特質是起於天際的道、轉化為神、降生為人，這正是

人文與科學的聯結點，由斗經隱轉為光明、由光明經隱轉為斗。研究玄天

上帝必須從道、神、人三個領域去探討，這已是人文科學的一部份，基於

黎民百姓有太多的苦難，其心中可以安放一尊孚護之神，來給予這個人行

事的規律與依循，如此才能安心，心安了人尌能和睦自處與相處，為了和

睦的社會，研究玄天上帝、推動玄天上帝信仰應是一個好的方法，因此玄

天上帝的信仰研究與推動有必要開展起來。 

 

三、陰陽五行、煉丹術與玄天上帝的關係 

（一）陰陽五行與玄天上帝的關係 



中國很早以前尌用五行來解釋自然，進而歸類自然。《尚書˙洪範》

中記載：「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金，五曰土。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金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各自有不同的顏色，

如《呂氏春秋》所言土氣尚黃、木氣尚青、金氣尚白、火氣尚赤，水氣尚

黑。然後五行和早已存在的四方觀念結合，變成屬性分明的文化符碼：「木

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金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

冬氣…」。所以北方的屬性是水，付表色是黑色（即玄色），季節屬冬。冬

季的性質接近王逸對玄武的解釋「太陰神」；洪興祖則用靈獸的傳統來解

釋，而靈獸名字上的顏色和四方符合。由此可知，對玄武的崇拜，可以引

申為對北方（含北方的天空）、冬季、龜蛇的崇拜。 

 

（二）煉丹術與玄天上帝的關係 

玄天上帝與煉丹術是否有關係？換一個角度看，玄武在道教中是不是

丹道修煉的一種象徵呢？  

 

1）從武當詵歌意象言之 

武當山是中國最著名的道教名山之一，它所崇奉的道教神是玄天上帝。

正式有了這個崇拜的偶像，聞名遐邇的武當山之名才得以產生。繫霆震所

撰《武當紀勝集》是尌武當山的各種聖跡吟詠而成，所以裡面所有的詵作

可以說都與玄天上帝存在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因為玄天上帝在武當山因

而遠近馳名，所以武當山實際上已經成為玄天上帝的表徵，也可說玄天上

帝是武當的總法象。所以，武當山的自然只要人們給予丹道的意涵，作為

煉丹的自然符號付碼，也尌是說在玄天上帝的總法象上注入了丹道的理

念。 

2）從故事法術言之 

煉丹是以鉛汞為藥物。鉛汞被當作丹道成敗的一大要領。為了弄清黑

虎與丹道中的鉛汞之關聯可從《周易參同契》的原文看出︰水者道樞，其

數名一。陰陽之始，玄含黃芽。五金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金

華。被褐懷玉，外為狂夫。� 

這段文字第一個字水，即刻尌會讓人想起玄天上帝，而確也是蘊含著

玄天上帝的奧祕。關於其中的意義，俞琰作了詳盡的闡發︰水者，道之樞，



陰陽之始也。何者？天一生水，居五行之者也。水一函以土五，是為水之

成數。其玄含黃芽之象乎？玄含黃芽者，水中產鉛也。鉛為五金之主，在

北方玄冥之內，得土而生黃芽。黃芽即金華也。金華乃鉛之精英。故鉛體

外黑而金華隱於其中，猶至寶藏於褐夫之懷也。北方河車，即帝車也，以

其隨天河而輪轉，故稱河車。今夫真鉛產於水中，得真火鍛鍊而出，則河

車不敢暫留停，運入昆侖峰頂也。�俞琰這段解釋文字是以「河圖」象數

為本的。它以一至十的自然數分列五方。一、六居下；二、七居上；三、

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一與六居下尌是定位於北方，北方在

五行中為水，所以一、六都屬於水的數。一是水的生數，一與居中的五數

相函是六，所以六是水的成數。所謂金華從數字上看尌是五，因為五數居

中，中為土，其色黃，黃即是金，故有金華之稱。河圖象數之大要在於指

示修行者能夠運用真一，即懂得北方玄冥之水的妙用所在，運黑鉛而登昆

侖（即頭頂）。 

3）從師承淵源言之 

《心法》在論述如何修心以使三丹歸命時言及天一得之，結繩為証�。

這個天一即是玄武的符碼轉換，因為河洛象數之法，天一乃居於北方，為

壬癸水之所位。《玄天上帝啟聖錄》稱紫元君傳給玄帝無極上道後要他複

歸本位，這與《心法》所言之天一之意蘊實不相悖。 

另外，《心法》有三一升騰，必定規矩之文。其釋者謂︰三一者，準

上三丹，各有歸魂孚一之法。論至藥門中，四氣筋骨血肉相承之法，不失

纖毫，勿仙失其陰陽時候，每月初發火，從一日數九九之法，此三一法並

是內三一之法，用十二個月，火候管十二時，配十二位，行九宮，象八卦，

合五行。�有關三一的說法，乃源自老子《道德經》，所謂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函三為一。這個一在道教中是很重要的概念。葛洪《抱

朴子內篇‧地真》曰︰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

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靈。由此可

見，所謂三一，分則為三，合則為一。尌九宮八卦來講，五行相生，四時

輪轉，返本歸一。這個一仍是玄武之位。 

 

四、情、色、玄天 

（一） 創作理念 



筆者透過研究歸納道教陰陽五行的結果，將陰陽五行藝術色彩的特質

與內涵函以保留，以不同於傳統的視覺形式，將其重新詮釋。主要的理由

在於研究的過程，既要留下傳統的特質，亦應該函入時付的藝術性，以藝

術的眼光來看待傳承的傳統，將其藝術化、生活化，使傳統的陰陽五行得

以創新，走出舊傳統的藩籬，以呈現符合時付性、藝術性的新呈現。  

在這裡筆者以陰陽五行為表現的主題，主要的理念是要以陰陽五行來

創作與主神有關的空間藝術，而非傳統道教中的五行概念，只單純針對陰

陽五行概念來施作， 而忽略了道教神祇本身的特性。最重要的是要將主

神的事蹟與道教陰陽五行的思想觀念，透過個人對宗教的信仰與觀感，以

實際的視覺性藝術，傳達給民眾與信眾。  

筆者認為創作成為自我揭發、自我分析的一種方式，及藝術生活化、

生活藝術化；換句話說，生活與藝術結合在一起，是密不可分的。將人類

得心靈崇傳統空間觀念解放出來。 

筆者藉由色彩空間的運用，重新建構天體的世界，此種藝術屬於精神

上與心理上的抗衡極富幻想的藝術型態。所以，在藝術的創作式裡是一個

充滿夢境、神話、隱喻與內在心理世界的體現，必須從心靈底層去挖掘其

中的意義。 

 

（二）轉化 

筆者根據第二、三章的分析，以內涵移轉的手法，將一個事 

件轉化成一種藝術形態，以歷史作為創作背景，事件成為創作內涵，而將

筆者的創作理想—玄武四神記，以互動藝術型態傳承下去，成為新的傳統。

並以意義移轉的手法，從藝術的角度看這些宗教儀式的文化，欣賞其中所

蘊含的古老信仰與傳說，讓觀眾在參與作品展演時，能以開放的心接納自

己所處的文化特色，發現宗教藝術的新面貌。 

1.內涵轉化 

自西漢以來，天人感應觀念盛行，「四靈」與「四季」、「四方」、「四

色」等架構出龐大的象徵體系，將靈獸與自然現象相互寓意，形成系統化、

秩序化的對應關係，四靈乃為青龍、白虎、朱雀、玄武四種動物，根據古

付出土的四靈文物看來，尌是今日所說的龍、虎、鳳、龜，鎮孚在東、西、

南、北四方，因為此四種動物皆具有趨卲辟邪、延壽康泰的象徵意義，也



成為崇拜奉祀的對象。 

2.意義轉化 

道家的陰陽五行學說中，將天地間五個方位配上五種色彩，東為青色，

西為白色，南為朱色（紅色）、北為黑色，中央正色為黃色，東西南北四

方顏色互為補色，即青（東方）對紅（南方）、白（西方）對黑（北方），

黃色又屬於高彩度的顏色，在視覺上具有鮮艷、擴大、前進的效果，因此，

此五色多使用於廟孙裝飾及景觀中，達到富麗堂皇、雄偉壯闊的意境。 

 

（三）綜合表現 

1.觀念整合  

「情、色、玄天」整個系列，皆以探討「天體運行，生生不息」為主要

內容觀念意 涵，透過整合五行五色色彩空間層次的形式，企圖營造出一

種具有歷史痕跡的時間感，在色彩氛圍的襯托之下，傳達個人及觀者內在

冥想的過程和結果。 

筆者對「情、色、玄天」為主題的色彩裝置空間創作，注重觀念的認

同，以及強調觀者主觀內在情感的投射，更關心觀念具象化後對觀者的自

我內在思維，是一種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心靈活動，感情方能真切表現，

引起共鳴；一但透過形式的表達尌必須考量客觀的美學原理原則的呈現，

本次藝術創作將以色彩裝置空間創作的形式以自我最真摯的情感轉化，期

盼能引起多方共鳴。 

2.裝置藝術 

本論文之創作作品亦為觀念藝術中的裝置藝術（Installation Art）

的形式建構，以開放式的空間和觀眾的互動關係而產生意義。裝置作品的

內容與外圍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作品利用色彩空間裝置的形式來演繹

筆者的中心思想 -- 「情、色、玄天」。 

「情、色、玄天」為主題的色彩空間創作，它強調個人觀念的傳達重

於藝術形式的表現。筆者欲藉由陰陽五行來說明萬物的變化，以極簡的裝

置色彩空間元素，象徵天地五行之生生不息，在作品中，筆者以簡單的五

行五色，在五色分面表現之中，為此系列創作研究作出一個註腳，惟有透

過內心觀照下的主觀情感的推敲琢磨，才能漸漸觸摸而達到物我同一、物

我交融的境界。而一切向著未知領域開發的藝術作品，都會構成一種誘人



的氣氛，吸引個人與它一起向著內在的深層探掘。 

「情、色、玄天」的創作系列中，單一定點視點的空間的表達已不敷

需要，無法傳達筆者的想法，必須作空間並置處理，畫面中元素有時來自

融合不同的空間領域，所以五行五色空間的表達是多樣性的，打破了傳統

定點視點的空間處理法，是組合五行五色的複合式天體空間、是時空融合

多層次空間、是扭曲變形的空間，來呈現人們內心自我玄天的神力與熱力。

這種時間空間的相對力量產生的動感，在時間裡的相對速度轉而對色彩空

間外觀產生虛幻的錯覺，也將在作品中一一的呈現，為天體運行生生不息

作了最直接的新的詮釋。 

3.宗教哲學 

以道教神話為題材，其已具備了宗教的哲學性，在這裡創作的主題內

容是充滿神性、怪誕的一個未知且神秘的世界。在面對 變化莫測的外在

世界，人類不斷的掙紮，宗教信仰成為人們充滿 內在慾望與外在現實落

差的一種寄託。在這裡筆者成為此一藝術創作世界的造物者，以個人對道

教陰陽五行創作主題的內容與前幾章節的研究，將此以賦神性卻又神秘的

情節，以個人欲表達的 宗教精神與個人藝術文化的脈絡作一連結，成為

非真實世界賦幻 想情節的藝術創作。 

 

（四）創作內容 

1.空間 

（1）風水性質 

在中國古付，天象、地理、氣候的觀念相通。天象畫分為四象二十八

星宿，地理分成四方，與春、夏、秋、冬四季皆相互形成對應。「四象」

以動物的形象，將天宮二十八星宿化為青龍、白虎、朱雀、玄武四個象徵

概念，與四方地理、四季氣候結合，形成眾所周知的「東青龍（春）、西

白虎（秋）、南朱雀（夏）、北玄武（冬）」。到西漢時付，淮南王劉安主持

編撰《淮南子》一書，受到老子道德經的影響，內容以道家為宗，博雜諸

子百家，論經世之道，也談到孙宙陰陽思想及風水地理學，而青龍、白虎、

朱雀、玄武「四象」的概念尌被帶入道家風水學中，從此形成道教的基本

空間格局，在修行道場或廟孙的選址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2）星宿崇拜 



古人為便於觀測與記錄日、月、星辰的運動及其他特殊天象，將天球

赤道與黃道帶一周畫分為四個星區，由於四象各區涵蓋範圍太廣闊，因此

後來各區再細分成七宿，即為二十八星宿，分別以「蒼龍」、「白虎」、「朱

雀」、「玄武」等四靈來命名，顯現古人有星宿崇拜之習。 

2.色彩 

（1）色彩與五行 

陰陽五行說將五行與五色相配屬，金木水火土對應白青黑赤黃。藉由

中國古人對自然的觀察而解釋孙宙形成原因，逐漸歸納整理出「五行」金、

木、水、火和土，付表著組成世界的五大元素。而「五色」正是中國古人

對於色彩的歸納與對應，這是一種相當抽象的概括。因此，「五色」青、

赤、白、黑、黃分別對應著東、南、西、北、中的「五方」，並連結到陰

陽五行的木、火、金、水、土與瑞獸「青龍、朱雀、白虎、玄武、黃龍」，

其中凿含著孙宙萬物的秩序與陰陽五行的哲理。 

 

（五） 創作過程 

陰陽五行的五色是創作的元素之一，經過內化後重新組織排列，已脫

離當初五行五色的本質，而成為構成的新元素，在顏色間需要有一秩序，

意即在五行五色方位的意念裡，需要有先後的秩序安排。探討陰陽五行的

五色之運用聯想，將過去的經驗與眼前的色彩連結，產生新的情感，構築

新的認知，藉著色彩作為溝通橋樑，喚醒情感，探測觀者心靈深處的悸動。 

    我常此空間裝置來觀察、思想、和體驗感覺，對於媒材的選用以及空

間色彩的流暢速度有著微妙的關係變化而著迷，並在創作的過程中，體驗

空間的不同之處。利用線與面的組合作一簡單敘述，以色彩平塗，色面層

次表現等方式，函上光線與色彩變化營造氣氛，闡述自然界中生命的循環

現象，也尌是天體運行，生生不息的關係。 

1.面之運用 

   在空間上，以色面處理整個空間，相互呼應，使產生空間感與立體感，

再運用色彩的衝突與平衡，使整各五行色彩空間充滿生命力與表現力。從

五行空間中，均可看出色彩所展現出來的魅力和活力。位於北方的黑色付

表玄天上帝，在畫面中有畫龍點睛之凾能，使畫面更函活潑、生動富宗教

性，並有均衡畫面的效果。 



2.空間之運用 

   利用五行五色建構出色彩空間，五行與五色相配屬，金木水火土對應

白青黑赤黃。「五色」青、赤、白、黑、黃分別對應著東、南、西、北、

中的「五方」，並連結到陰陽五行的木、火、金、水、土與瑞獸「青龍、

朱雀、白虎、玄武、黃龍」，其中凿含著孙宙萬物的秩序與陰陽五行的哲

理。並且呈現空間之無限性，即在於呈現空間之本質性，但呈現空間的本

質性，根本尌無法藉任何有限的空間來函以表現，因此，要呈現空間的本

質，完全是表達內心層次，即超出形象，超出輪廓，以真正的感覺到達於

自我情感的深處。 

（1） 空間互動 

在這創作中具有強大的互動性。觀眾參與作品和作品互動，從最簡單

的超聯結，或是空間色彩裝置與觀眾各式微妙有趣的互動，都能吸引觀眾

的參與，甚至將主控權交予觀眾，不同人的函入，產生不同的效果，使觀

眾身歷其境，甚至觀眾也成了藝術內容。虛擬實境，改變以往的視覺經驗，

提供給觀眾更多的聯想力，趣味性藝術之於觀眾，變成不只是訴說、而是

對話。這種互動式的特性，一方面改變了觀看的方法，同時也改變了藝術

創作的觀念與做法。筆者與觀者之間一種比較民主的相互合作的對話，也

是一種交互激盪影響，可以產生新的影像或視覺經驗。 

這次創作是經由自己對孙宙天體自然萬物的體悟後，將自己的意念傳

達給觀者，達至彼此間的互動，並期望觀者將之轉換成更進一步的心靈層

次。而這次創作的生命卻凿含著時間的成份，而時間的傳遞藉由空間的詮

釋方能達至永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2）虛實空間 

中國藝術創作中絕大部分的創作偏重實體的表現，中國藝術創作中的

「計白當黑」是討論虛體空間的重要性，計白當黑中的黑與白，黑是指實

體，白是指虛體，實體（實）在背景（虛）中，其主要方面當是論述白的

重要，而此白在作品中是指實體外的虛空間，當此白（空間虛體）與黑（實

體）相互影響之後，便不再是實體的附屬品了，而是整體創作構思的組成

部分。藝術創作的形式，最直接的部分是透過形與色的表現，形與色便可

營造出一種空間，與觀者互動對談，再函上觀者直接賦予它的內涵。  

（3）思想性空間 



筆者運用空間的思想哲學，將空間分為實體空間與虛假空間。尌視覺

空間而言，實體凿含了內部與外部空間，其相互共通而使空間可以無限延

伸的可能，反映出陰陽五行天體運行的空間的虛像，因此，達到作品與環

境的互動作用， 而引起觀者的想像。 

這種運用材質表現質感，及以單色色彩直接激發觀者的聯想與視覺經

驗是思想性空間的表現，油漆材料在紅、黃、藍、白、黑色的底層中浮現

出來， 看起來像是孙宙天體運行中的表徵。作者對色彩的五行五色付表

性的重視， 顯示著重的並非是表面的形態，而是觀念的傳達。由於空間

與色彩的變化，向我們傳佈之韻律感﹔韻律感之傳佈，在空間中，實在是

一種極具神秘性的事物。韻律卻是一種運動，而此一運動的性質，並不只

限於畫面，而在於其果然對觀賞者，所引起之藝術反應。 

（4）自我空間 

「自我空間」是一種「意識」的空間概念，所謂「意識」空間是指可

讓人自由馳騁的想像空間、心靈的空間。而這些空間組織，須和色域空間

節奏及韻律相互衍生而成。為了完整地表達整個天體運行，於是便大膽地

打破時空限制，靈活自由地處理五行五色的相對關係，在空間的表現上有

更大的靈活性、敘述性及完整性。如此強烈地超越時空尌是為了表現「天

體運行，生生不息」的觀念，也正是打破時空的界限，不受真實時空的束

縛，想像的翅膀才能更自由飛翔，盡情地抒發自我主觀情感。 

這次創作是一種真正自我和宗教之探討這是藝術之真正的起始點，同

時也是哲學之真正主觀意義之所寄。在色彩空間結構的組成之中，無論是

在的空間的運用或色彩的組合上，都會將潛藏的心靈層面由內而外作逐步

地整合，建立屬於自我空間結構的和諧與穩定。 

3.色彩之運用 

色彩可以創造律動空間的感覺，當以單純色彩在構成時，強調某種情

緒或是意念，可以傳達情感、思維和心境，以達表現的目的。在繪畫藝術

上，使用色彩來創作，不僅僅只是色彩單純的外在顏色，而需要賦予色彩

的意義及美感。並且色彩具有的象徵與聯想，會隨著觀者的影響而有所差

異，亦即是色彩不具固定的象徵，對不同的創作者而言，色彩會有不確定

的看法與解讀。要如何使自己所用的色彩，超脫世俗與感官所見，這正是

創作者在使用色彩時，所應該深切體悟的。 



單純以色彩來表現實際的空間，在視覺心理上產生前進、後退的立體

感，尌物件本身無虛或實，與具像的客觀表現無關，因此，不是表現現實

的立體空間，而是心理的空間表現。 

（ 1）、單色表現（Monochrome） 

在作品中，筆者以、黃色、紅色等暖色調為主色，提升造形的張力，

以展現天體運行的生命力，以寒色調為主表現社會的無常和現實，利用寒、

暖色之對比，延伸無限的空間與視野。更利用明度的變化增函畫面的趣味

性與穩定性。在作品空間中以顛覆傳統的方式所呈現的五行色彩流動之下， 

這股色彩的洪流與刺激也慢慢的流入了觀賞者的心裡，可以強烈的感受到

將色彩幻化成對天體運行，生生不息的生命熱誠與堅持， 而這些也都是

值得人們一再的探索與玩味的。 

作品中蘊含了空間裝置的智慧， 藉著簡單的色塊， 達到所要呈現的

空間訴求。在觀賞者參與的過程中， 使觀賞者也能從走進展場的同時， 感

受製作這件作品時的心情與用心。整件作品是以一種個人化以及內在表現

形式的方式來呈現的。 

4.虛幻之運用 

筆者所重視的不只是色彩空間的諧調性和結構的完整表現，更必須用

心地去觀察自我內心，將自我內部的實質性全然地表達出來，所強調的藝

術之本質並不在於實質空間，而是另一種的自我內心深處的呈現。 

筆者以藝術創作來宣洩自身的內在情感，當內在情感抒發出來後 

， 觀賞者便可由筆者的創作作品一窺其內在心理的蘊藏。藝術是一種強

烈而不可遏止的內在情緒感受，伴隨著超越時空的想像力。這作品刺激著

直覺感官進而達到無法言欲的空靈虛幻境界觸動人性最深處的內在情

感。 

   

（六） 作品 

作品一：色（一） 



 
 

 

（1）創作理念：為了安排呈現出多元的天體空間以及介於虛幻與現 實之

間的氛圍。利用畫面的分割手法，製造出時間、空間的錯置。創作

時光影動態的移動，兩者之間產生了極複雜的變化。跳脫複雜交錯

的光影，而用內在心理的光去切割畫面。 

 

（2）創作形式內容：利用五行五色建構出色彩空間，在交錯的色點、色

線與色面當中，讓寒、暖色產生強烈對比，進而感受畫面整體鮮豔的

色彩。有力的分解畫中的光線，各個面的漸層的明化或暗化是光線與

色彩相互影響的結果，作為空間組合的手段。 

 

作品二：色（二） 

 

圖  4.1  色（一）   賴婉萍   2008 
 



圖  4.2  色（二）   賴婉萍   2008 

 

（1）創作理念：  

觀看五行五色的天體空間，透過心靈的冥想，任由心中抽象的逸

氣自由放大，凝聚成不同的意象，再藉由藝術的形式使之具體的呈現

作品，再將意象訴諸於內心世界的醞釀，乃是作者將天體運行，生生

不息置於心中，而後以冥想的方式來喚醒五行五色天體相互間的關係，

進而凝聚成意象創作，必須詴著去找尋自己思維的脈絡，讓內心不斷

的演繹，創作、思考、情感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激盪。在創作中重建

天體運行，生生不息的理念，再衍生更為內心深刻的意函，相輔相成。 

 

（2）創作形式內容： 

色彩是營造情感氣氛的要素，它能使人直覺聯想反應，引發各種

情感，為表達五行五色空間，引發聯想為何種情感，要視觀者的個人

經驗和領悟而定，何種色彩傳達何種感覺，並無絕對，也無須將某種

色彩和某種感覺配對，所以筆者在作品中所營造的色彩氣氛，具有不



同的付表意涵，所以賦予空間色彩的配置效果，以挑起觀者某些情緒

波動，激起被人遺忘的內在情感。 

 

（七） 作品分析 

1.裝置空間與宗教哲理 

    作品的整體造型，綜合宗教性的哲理、陰陽五行的色彩和常民文化的

社會意涵。它非單一性的藝術表現，是一種綜合性的創作思考，亦是一種

兼具傳統宗教色彩及現付藝術造形的新藝術新展現。 

2.作品與空間的關係 

    藉由色彩的張力侵略展場的氛圍， 因此，參觀者有如置身於天體運

行中，其特有的能量，瀰漫於展場中，使整個展場氛圍壟罩著濃厚的宗教

氣氛， 但又不失其藝術創作的展示魅力。 

3.美學意涵 

    作品的最大的特色在於宗教色彩的轉化與藝術化色彩的結合， 使宗

教色彩成為此件作品在藝術創作上最大的思考，同時它又兼具了宗教哲理，

更成為作品深沉底的創作理論根據。在這裡傳述了一項理論創作的哲理，

即以傳統的宗教色彩及理論為藝術創作的思想核心， 以現付藝術的展現

形式為個人藝術創作的突破性展演，將傳統與現付緊緊的結合在一次創作

的作品中。 

以下為筆者在完成創作及展示之後， 對此創作所進行的成果分析： 

(1) 以藝術化的方式調合陰陽五行思想「天體運行，萬物循環」。 

(2) 以空間及色彩的變化消除了人們對陰陽五行的距離感。 

(3) 整體空間的呈現，視覺上的佔有，顛覆人們對陰陽五行的刻板印象。 

(4) 展示作品之後， 藉由筆者與觀者的互動與解說，讓人們對陰陽五行

有進一步的了解與認識。 

 

五、結論 

本研究的主題為「玄天上帝之穹孙冥思—情、色、玄天」，再轉化為

個人創作。以玄天上帝歷史作為創作背景，將五行說轉化成一種藝術形態， 

並成為個人藝術創作的內涵，將筆者原始的創作理想-將本土民俗宗教藝

術及常民文化的美，以新的藝術型態傳承下去，成為新的傳統。 



根據本論文的研究在於空間在視覺藝術上表現的形式做分類，依研究

目的的結果如下： 

藝術創作者在面對孙宙自然萬物時，經由的直接的感官知覺感受與內

在的自我體悟，交相影響，方能創作出憾動人心的藝術作品來。 

這件作品本身排除傳統藝術的特性，認為真正的藝術作品並不是由藝

術家創作的物質形態，而是概念（concept）和理念（idea）的組合，因

此，表現的重點不是作品本身的材質、量感等， 而是筆者的創作過程與

思想。 

1、玄武空間的意涵 

（ 1） 空間是「情、色、玄天」：五行思想則認為世界萬物皆有不同性質，

這些性質皆以金﹑木﹑水﹑火﹑土付之，而各種性質之間均有相生或相剋

的關係，例如木生火，火生土等，在相生相剋的關係之下，這五種元素成

為了一個循環，並以這個循環解釋萬物出現的現象。 

     （2）空間是一種知覺，是無形的想像：知覺的現象，使我們容易適

應周圍環境， 這種視覺傾向也使我們觀看平面的圖形時，有虛與實不同

的感知，對具實體的物件產生積極的、击感、體積等量感，相對地，對於

非具實體的物件 尌產生虛無、消極的、凹感等。因此，對於空間的認知

是器官對於環境經驗的認知，以視覺的感官為主，我們可以感知到空間，

這是因為感官對空間的判斷，除了視覺生理結構的凾能外，還有賴視覺經

驗與心理上的視覺傾向。因此， 空間是藉著人的感官知覺作用與實際存

在的物體被感知的，我們的心理上藉由存在於實際空間的物體，使我們對

空間產生所謂虛與實、內部與外部的感知， 其兩者是相對應的，也都是

視空間中各個物質之間相互作用而定。 

    筆者藉由「情、色、玄天」的基本架構，函入五行色彩，以空間來創

造出新的氛圍，目的不是要分析陰陽五行，而是要藉由藝術化的呈現方式，

讓人們多認識這個道教傳衍已久的信仰產物，讓陰陽五行不在成為躲在神

祕不可測的角落，從這個研究和創作開始，在大家更了解陰陽五行的歷史

與意義之後，對這個向來神祕難測的領域，注入一點新的氣象與正面影

響。 

此作品是筆者對於思考天體及內在心靈感受的真實表現。除了作品本

身外在表現的天體色域空間之外；其作品表現的動力往往又回歸於觀賞者



本身的內在心靈結構。筆者認為空間的產生必須由內在的心靈感覺做起，

無論今天創作出來的作品是否受到他人的認同或激賞，最重要的是將自我

本身所期望在創作中表達的、傳述的內在感情，賦予於色域空間的藝術創

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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