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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環保」本是一種人為友善的介入環境，而藝術創作者透過創作回應我們身處的世界所面臨的問題，進而提供因應或解決

的方式，這是身為藝術創作者應有的社會責任。 本系列創作，即是經由收集大量的廢棄木材，聚積黏合後雕刻而成，而壓

扁的鋁罐造形和回收廢棄的木料邊材，都具有用過的、舊的、不要的 ⋯⋯ 等象徵性意涵，藉由雙重影射、交相隸屬，強

化「永續利用」的概念。其實，無論是森林或樹木，乃至於任何生物，都有其再生性，具有汰舊換新的更替作用，在合理

的經營與利用下，都是取用不竭的資源，基本原則就是保持生產與更新的平衡，更重要的是取決於使用者的「態度」！ 雖

然，二十世紀中期的集合藝術家已經遠離，而當今我們所面臨的生存環境卻依然惡劣，比如消費主義的氾濫、媒體無孔不

入的壟斷和宰制人們的生活與思維、文明廢棄物的暴增、資源的短缺、氣候的驟變 ⋯⋯ 等，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

不得不承認，資本主義是歷史上最具生產力，也是最具消費能力的社會結構，但快速而過度的消費型態，所造成人與物之

間疏離感的深化，亦是不爭的事實！ 我，透過創作行為的具體實踐，逼使觀者正視真實，更暗指資本主義社會裡消費文化

的種種矛盾，以及其背後意識形態的操弄之荒謬！雖然，這只是個拋磚引玉的開端，更由衷希望能喚起人們重新審視人與

物的關係，才是我所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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