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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草間彌生是全球當代藝術畫家中的重要人物，也是全球百大藝術家唯二的亞洲

藝術家，曾在 2013 年到桃園新屋埤，展出「草間的埤塘狂想曲」。在學校本位課

程－普普藝術中，老師介紹了這位日本國寶級的藝術家。她的畫風無限延伸的圓

點、網狀以及大膽鮮明的色彩，深深吸引著我們，加上她從小罹患視覺性障礙及

精神疾病，使得她的創作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然而她並不因為自身的疾病放棄

了她的創作，反而利用藝術創作來治療她的疾病，已經是八十四歲的她，獨特的

穿著以及誇張的髮色，讓我們對她留下深刻印象。 

 

二、研究目的 

 

我們希望能從草間彌生的身上了解藝術創作的知識，更希望透過研究，能學習

她對藝術的堅持與勇氣，我們的研究目的是： 

 

(一)了解草間彌生的生平與發展。 

(二)分析草間彌生的藝術創作。 

(三)探討草間彌生對當代藝術的影響與成就。 

 

三、研究方法 

 

閱讀相關書籍、期刊、網路資料、訪問專家及尋求社會資源，加以統整分析，

形成完整的報告。 

 

四、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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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草間彌生的生平與發展概述 

 

 (一)成長背景 

 

草間彌生出生於日本長野縣松本市，家裡從事苗圃的行業，家境富裕，在家排

行老么，她的家庭並不幸福，父母時常爭吵，常讓她承受很大的壓力，找不到可

以傾訴的對象，甚至有了自殺的念頭。 

 

在這種情況下，她罹患了神經性視覺障礙，她的世界開始出現了幻聽、幻視，

聽見花兒和她說話，看見的事物充滿圓點，她把看見的、聽到的畫在紙上。想法

封建的母親看到草間彌生沉浸於繪畫中，告訴她畫圖是沒有出息的，母親認為，

富家女應該做的是收藏藝術品，而不是自己去畫，不但沒替她買顏料，甚至還把她

的作品撕掉。 

 

「當世界把我逼到絕境後，畫畫是我唯一的呼吸。」（草間彌生，2014） 

 

在這種充滿不安與痛苦環境下成長的她，畫畫是她唯一感到幸福的時刻。 

 

 (二)疾病 

 

  1、視覺障礙 

 

某一天草間彌生發現桌子上看到全部都是點點，連牆壁、家具都是，甚至連

窗外的景象全部都包覆了一層網點，許多的斑點、花紋大量在她的視線裡蔓延開

來，視覺幻影困擾著她，她才知道自己罹患了視覺障礙。為了克服心裡的恐懼，

她不斷畫著圓點，複製、增加圓點，為的是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這些斑點從來

沒有離開草間彌生的世界。 

 

  2、精神疾病 

 

草間彌生的精神壓力來自於家庭，長期的壓力讓她產生了幻覺，有一次草間

彌生在畫圖時，她看到南瓜出現像人一樣的表情，花開始和她說話，她開始感覺

害怕，這種事情持續了很久，為了克服心理的恐懼，她不斷反覆的畫、最後求助

於精神科醫師。原來她得了強迫症，為了與這些強迫性的意念作戰，草間彌生重

複做固定事情來解除焦慮或煩憂。「只有不斷的創作，才是讓我從病症裡恢復的

手段。」（草間彌生，2014），對她而言，藝術是療育疾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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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移居美國 

 

草間彌生中學畢業後，進入京都市立工藝美術學校，主修日本畫。1952 年草

間彌生第一次在松本舉辦個展，有一位精神醫生看到她的畫，覺得她的創作力非

常豐富，為了讓草間彌生的精神狀況更穩定，這位醫生建議她離開家人。 

 

草間彌生覺得當時日本的藝術創作太過狹隘，1957 年她決定移居美國，但是

並沒有獲得母親的支持，她想起在舊書店曾看過歐姬芙的畫作，因此她鼓起勇氣

寫了一封信給歐姬芙，進而開啟她的美國之路。一開始在美國的日子過得非常辛

苦，有一餐沒一餐，幸好獲得歐姬芙的幫忙，除了協助草間彌生的日常生活外，

也介紹了紐約畫廊裡的大人物給她認識，草間彌生因此舉辦了許多畫展，並和當

代知名的藝術家安迪･沃荷一同創作，成了普普藝術的先驅。 1966 年，草間彌

生創作出具有相當視覺迷幻性的作品《無限的愛》，這也使得她一舉成名。 

 

 (四)重返日本 

 

在美國的這段時間，草間彌生在藝術上的成就非凡，同時也邂逅了美國近代著

名藝術家約瑟夫．柯內爾，直到 1972 年約瑟夫．柯內爾去世。1973 年，草間彌生

離開她居住許久的紐約回到日本，自願住進一間精神療養院。 

 

「如果不是為了藝術，我應該很早就自殺了」(草間彌生，2014) 

 

身心俱疲的她仍堅持她對藝術的創作，她在療養院附近成立了一間工作室，每

天仍固定到工作室作畫。當時的草間彌生除了創作拼貼繪畫外，更在 1977 年出

版了她的第一本繪畫詩集。 

 

二、草間彌生的藝術表現分析 

 

紅點是太陽，黃點是月亮，綠點是地球，圓點是太陽來自宇宙的信號，無盡的

網代表著草間彌生的生命，草間彌生的創作裡到處可見這三種顏色。我們根據費

德曼的藝術評論的四個步驟：描述、分析、解釋、和評價，了解草間彌生的藝術

創作的內涵。 

 

 (一)母親的肖像 

 

  背景資料：《母親肖像》是以鉛筆繪製而成。這幅畫完成於 1939 年，是草間彌

生 10 歲時的創作。自幼，草間彌生就為幻覺所苦，因此她會用畫簿將幻覺記錄

下來，這就是其中的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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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在這一幅肖像中，她母親臉上及身穿的

和服都佈滿圓點，雖然覺得她的線條稍嫌粗略，

但她已經開始注意到畫中的明暗對比，在鼻樑的

部分有作塗色陰影，此時的她並未受過專業繪畫

的訓練，就已展現出對繪畫的敏銳。 

 

詮釋：畫中女人神色哀傷，這或許是草間彌生

對母親的印象，因為父親外遇，導致母親常常處

於歇斯底里、憂傷悲憤的狀態下，畫中母親臉上

及身穿的和服都佈滿圓點，除了是她本身幻覺影

響之外，可能也表達了當時母親的心理狀態。 

 

評價：草間彌生因為家庭氣氛及自身精神狀態，

使她生活上面臨的極大精神壓力和幻覺，從這幅圖不難看出來她從小就熱衷於不

斷地畫著圓點，藉由不斷地複製、不斷地增生圓點來撫平自殺的念頭，用圓點來

肯定著自我價值。而草間彌生也曾自述「圓點是富有生命的，包括月亮、太陽與

星星都是數億顆的圓點之一，這是我最主要的哲學思想。」（草間彌生，2014）

她希望能透過圓點帶來和平，並從內心傳達對『永恆之愛』的憧憬，或許就能大

約囊括她這幅畫的想法與渴求。 

 

 (二)水玉強迫 

 

  背景資料：作者草間彌生因受精神病所苦，以

自己幻覺中的想像投射在作品當中，《南瓜》的主

題源自草間彌生兒時在農場所產生的幻覺，當時

她看見南瓜跟她說話，深深被南瓜圓潤的形狀所

吸引。 

 

  分析：南瓜瓣上每一排圓、每一個圓都很工整、

規律，距離相當，一個個黑色的圓點和鮮明的黃

色形成強烈的對比，背景中黃色的細線條突顯出

南瓜的飽滿形態。 

 

  詮釋：草間彌生把自己的幻覺經歷投射在其作

品中，釋放壓抑的情緒。她說：「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讓當下感受到的驚嚇和

恐懼漸漸沉澱，這些經歷可以說是我畫畫的初衷。」（草間彌生，2012） 

 

評價：《南瓜》中密集的圓點和線條令我感到恐懼與壓迫，從其中不難感覺出

 

圖二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圖三 

資料來源：形而上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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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草間彌生強烈的情感反應在畫作之中，欣賞畫作之餘又不免讓人因畫作的攝

人心魄而生感嘆。 

 

 (三) 邂逅開花的季節 

 

  背景資料：《邂逅開花的季節》2009 年完成 

，草間彌生近期的作品，在繪畫上反覆的樣式變

得更簡單，色彩更明朗鮮豔。 

 

  分析：以黑、紅、黃為主要基調，而畫的中間

有一隻大眼睛，畫的周圍佈滿了許多人像及眼睛，

2009 年草間彌生的創作中充滿了許多類似的元

素。 

 

詮釋：畫裡充斥的大眼睛和小眼睛，畫出了她

自我封閉的世界，想要了解世界和窺探世界的心，

充斥在畫中，那種既期待卻又害怕地躲在自己的

世界裡的感覺，讓人十分印象深刻。 

 

  評價：草間彌生《邂逅開花的季節》的作品加入了其他的圖騰；重複的圖騰、

複雜的紋路也更加深了緊張的節奏，一如草間彌生在過往作品中呈現的狂躁。 

 

 (四) 草間彌生自畫像 

        

  背景資料：《草間彌生自畫像》，屬油畫，這件

作品是 2009 年完成，當時草間彌生已經是高齡

80 歲，在藝術創作中她開創了一個自己專屬的魔

幻天地。 

 

  分析：草間彌生用點、線、面合成貓與花的形

象，這是草間彌生自畫像裡唯一與動植物結合，

這時她的創作顏色大膽而鮮明，但仍保有圓點及

網紋的創作風格。 

 

  詮釋：她讓自己融入無限的圓點與網線之中，

將自己與花和貓的形象合而為一，來自幻覺中的

影像化為獨特而強烈的創意。 

 

 

圖四 

資料來源：MOT/TIMES 線

上誌 

 

圖五 

資料來源：羅芙奧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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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這幅自畫像作品散發無限活力與能量，總是能立刻抓住觀賞者的目光。 

  

(五) 嗨，你好 

   

  背景資料：2000 年開始，草間彌生的創作正式

邁向公共藝術與戶外雕塑，《嗨，你好》表現以

少女為主的立體作品，少女對周遭世界的新鮮及

驚奇的感受，以及她們對未來的表現。 

 

  分析：草間彌生以強烈的色彩對比營造豐富的

視覺效果，迷幻的色彩配上密密麻麻的圓點，讓

整個作品顯得活潑。 
 

  詮釋：這作品反應草間彌生在少女時代，無法

達成的少女情懷。少女時的草間彌生身處於戰亂

時代，在動盪的社會下，她無法獲得幸福，而透

過作品，表達出草間彌生渴望愛與幸福。 

 

  評價：草間彌生《嗨，你好》娃娃，很容易使人在平靜之中，感受到單純與快

樂，即使時間悠悠走過，那位少女仍潛藏在草間心中，那份單純簡單的心情會療

癒、慰藉，甚至喚醒我們平淡的幸福感。 

 

 (六) 我的未來坐在岩石上 

 

  背景資料：《我的未來坐在岩石上》為公共藝

術作品，是草間彌生於 2010 在台灣完成的第一

個作品，以作品寄託對未來和平與愛的憧憬。由

於草間彌生經歷過二戰時期物資匱乏年代，南瓜

是當時日本人每天的主要食物，因而對南瓜抱有

特別情感，遂成為她作品的主題概念。 

 

  分析：有別於日本直島南瓜的矮胖路線，草間

彌生將屏東的南瓜以高而瘦外型，黃澄明亮的底

色，搭配自己著名的圓點圖案，並矗立於一片綠

意之中。可愛的造型與明亮色澤強化作品充滿希

望與生命力的寓意。 

 

  詮釋：作品的主題──愛與和平的憧憬。草間彌生說：「以這顆南瓜對全人類、

圖六 

資料來源：形而上畫廊 

圖七 

資料來源：公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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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展和光明遠景表達和平與愛的訊息。」(草間彌生，2010)以南瓜的多子，

象徵生生不息；明亮的黃色，給人溫暖與愛的感受。草間彌生的南瓜是多變的，

除了典型的矮胖、高瘦還有跳舞的南瓜，在屏東這裡的南瓜是屬於高瘦型，傳遞

出草間彌生對未來充滿憧憬的感受。 

 

  評價：《我的未來坐在岩石》讓我看到生命的活力，使我們可以放鬆緊繃的神

經，去感受平和的時空、感受愛、感受希望。園區內一片綠意搭配金色南瓜，予

人正向積極的作用，使我們對未來懷抱希望的正面能量。其作品的顏色、形體，

在在說明作品寄託的寓意與期盼。 

 

三、草間彌生對當代藝術的影響與成就 

 

 (一)圓點旋風席捲各地 

 

  所有複雜的藝術作品都是從基本的點、線、面而構成的，草間彌生在相當早的

創作時期就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善用高彩度對比的圓點，圓點並不單只是一個創

作的元素，而是一種特有的語言。她從小就不斷的畫著圓點、網紋，從母親的肖

像、人體上，不斷的複製、不斷的增生，當生活上面臨的極大精神壓力或是幻覺，

她用圓點來撫平自殺的念頭、用圓點來肯定著自我價值。 

 

草間彌生的作品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圓點，因此她被冠上圓點女王的封號，而這

些圓點早已成為她的註冊商標，即使第一次見到草間彌生作品的人，也會被她那

強而有力的標誌性圓點構成的畫面深深吸引，足見其符號的價值和影響力。 

 

以圓點、網狀不斷的增生，草間彌生也發展出自己獨特「繁殖」特色，她有許

多作品都是以蕈類聚生的造型及充滿許多色彩鮮明而飽滿的圓點出現，表現出

「繁殖」的概念。 

 

她的個展也會發給民眾圓點，有個空間讓民眾拿著圓點隨意貼，自己會化做許

多圓點融化在裡面，這就是她有名的「自我消融」形式。草間彌生說：「這樣一

來，自我和所有的物質都會回歸復元，回到永恆時間的無線與空間的絕對當中。」

(草間彌生，2012)不管是繪畫、版畫或裝置藝術，都可以發現草間彌生獨特的個

人風格，以圓點、網紋、繁殖的元素作為與人溝通的橋樑。 

 

 (二)草間彌生的藝術成就 

 

  1993 年，草間彌生獨自代表日本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日本政府還為她設立主

題館，以此向這位偉大的藝術家致敬，草間彌生在日本及國際藝術的地位邁向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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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高峰。 

 

  草間彌生的作品不斷在世界各地展出，曾獲頒「美國頒發終生成就獎獎」、「法

國文化部頒發法國藝術及文學騎士勳章」這位被認為是日本現存的最偉大的藝術

家，頭頂籠罩著一系列耀眼的光環：是普普藝術的先驅、前衛藝術家，也被英國

《泰晤士報》評選出的二十世紀 200 名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 

 

參●結論 

 

一、永不低頭的藝術家 

 

透過小論文的研究我們慢慢了解草間彌生的故事，她是當代藝術家裡少見的

女性東方臉孔，她還有一個很特殊的生命經驗，當她面對疾病與家庭壓力時，她

並沒有選擇逃避或放棄她所要做的事情，反而是勇敢的面對。她曾說：「我想要

掌握藝術的力量振翅高飛，將有限的(生)發揮到極致。」(草間彌生，2012)，這

就是她對藝術的堅持。她的病痛成了生命中最特別的經歷，在我們欣賞她的畫作

時，同時也被她的生命歷程所感染。當年只有 10 歲的她，以觀察入微的方式對

待這些鋪天蓋地而來的圓點大軍，她不畏懼執著於藝術創作，草間彌生的故事正

在蔓延開來。 

 

二、源源不絕的創作力 

 

  草間彌生的創作力就像泉水一樣不斷湧出，雖來她已經是八十多歲了，但是她

還是努力的創作，草間彌生曾說：「到死都還想要畫下去。」(草間彌生，2012) 

，她善用高彩度對比的圓點花紋，大量包覆在各種物體的表面，她的衣著打扮也

與作品有很高的同質性。即使已經是高齡的她，仍希望透過藝術的力量，在她死

後將草間彌生的思想永遠流傳下去。 

  

三、才華洋溢的圓點女王 

 

  草間彌生，不僅是畫家、小說家、服裝設計師、裝置藝術家、詩人，攝影家同

時也是快閃行動藝術的先鋒，更是當代屬一屬二的知名藝術家。1990 年草間彌生

跨足了商業藝術，與眾多名牌跨界合作，同時也發展出帶有濃厚的草間彌生風格，

並開始販賣眾多藝術商品，與流行文化融合，草間彌生的創作從藝術走進生活，

讓一般民眾也覺得不那麼遙不可及。 

 

  我們以研究草間彌生的藝術創作，在歷經三個月研究的過程，我們嘗試找到屬

於自己的語彙，就讀美術班的我們，了解草間彌生的藝術創作風格，也嘗試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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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語彙進行創作。草間彌生對藝術的堅持足以成為我們的表率，希望自己在藝

術創作的路上能有更多的進步空間，不僅要學習草間彌生戰勝恐懼的勇氣，也能

朝著自己的夢想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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