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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活是創作的養分、創作是生活的動力，互相扶持、相輔相成。如此在創作之初，即希望以生活當中足以影響或甚是感動

的情感表達來做為這次作品展現的主要方向。 在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週遭，如簡單的光影變化、微風吹拂過的觸感、樹梢

微微搖動時發出的細小摩擦聲⋯等等。隨著事件的發生，帶出另一種不同的情緒層面。在藍染創作時，每當在不同時間中

，藍色轉換光影的變化；在不同溫度下，肌膚沉浸在染缸中的感受；在不同的染色過程裡，視覺接收到腦中的傳達異同；

在不同技法表現下，情緒切割的感受方式。感受到即使是些微的變化，也能那樣自然深刻的影響著我在染色時的思考與創

作。 這樣創作技法同時也融入在我的生活模式當中，理性與感性相輔相成，就如同找到了自己的語言、文法，敘述著自己

的創作手札。 並希望親身體驗過後的參觀者，藉由觸覺、聽覺、嗅覺、視覺的四感體驗，傳達至心中，發想出心中對於自

然的深切記憶。

關鍵詞 : 生活、創作、藍染、四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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