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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為筆者於研究所前後計約五年之作品，在成長過程中，因家庭教育因素，使筆者個性封閉，過度保護，反應於創作上

，譬諸法國思想家拉岡〈Jacques Lacan，1901-1981〉曾經闡述機體被外在形象所引發的想像俘擄。因此在不同的文化生活

與筆者創作靈感息息相關。筆者採多種創作媒材，藉由油畫、水彩、水墨及複合媒材來表現形式，累積多年來的創作經驗

，在各階段研究上探討虛實的生命經驗與淺意識渴望對於生命情感的導引，象徵對現實與未來充滿希望的追尋，透過文化

生活與自省將自我對於真實與虛構之間投影於藝術創作主題內涵，開括自我內在思維以傳遞筆者內心深層情感。本文中以

「對話」作品為主要闡述說明創作意念，其他相關作品說明各時期創作內涵與演變。共計作品二十八件，並展出，希冀此

次之展出，藉由藝術創作，將自我對生活的深刻體驗以畫筆來抒發內心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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