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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以女性主義的觀點檢視藝術創作中對女性形象的觀察與描述，進而探討克魯格作品中所呈現女性形象的獨特性。

文中先探討女性主義與傳統藝術作品的研究，其次進行克魯格作品分析，主要有三個面向切入：（一）探討克魯格筆下女

性的「原型」：克魯格以藝術作品中普遍性的刻板印象之角度切入，探討父權意識箝制的問題與角色轉化的情形。（二）

當代女性主義理論對克魯格作品的影響：以不同時期女性主義思維，拓展克魯格作品中女性主義的各種符號與要素之內涵

。（三）克魯格作品中的圖像與文字所產生的「改變」作用：探討克魯格以最少方式達成最大意義，圖文兼具的表達，直

接面對大眾等獨特性來「改變」社會意識的影響作用。 鑑賞克魯格的藝術，我們很難找到所謂的「單品傑作」，她有計畫

的與各式女性論述對話，像是論文中探討到的：女性與自然難分難解的關係、男性凝視的視覺愉悅、社會監控下的女性身

體、厭女與對母親的賤斥；攤開克魯格的眾多作品，就如同張開一張二十世紀反父權論述的「地圖」，漫步其中，藝術家

創作的手法激發了觀賞者的心靈參與，進而引發觀者的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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