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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 creation was the essence of the study. Writer used wood and make up a noun ” Pandora Complex ” to elaborate the study.

Writer explained the theory of “Pandora Complex” by tie notes of gift. From the aspect of art creation, the idea of “Pandora

Complex” came from tie notes of gift. In Chapter II Theory Based was presented and analysed self experience and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By self prospection and reflecting, writer explored individual features and addressed meaningful opinions. Literature

Review was presented in Chapter III. In this chapter, writer investigated the essence of “tie of gift” from the aspect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art. In Chapter IV, writer explained the style of the art and skill. In the final chapter, writer reviewed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study and there were some drawbacks in the study. In the future study, writer will improve these drawback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better stu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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