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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破陶創作理念是製作陶器十三年後面臨瓶頸的再出發。陶藝的入門看似簡單，完備技術的養成卻曠日廢時；即便具備足夠

的製成技術，如果沒有觀念上的大徹大悟，作者與作品終將與藝術緣慳一面。

本文的論述著重於既有觀念的突破，亟欲脫離匠氣的束縛，將藝術創作提升為修行的層次。從中西古今文化的思維中，從

陶藝發展的脈絡，領悟個人陶藝創作的方向，並進一步思考藝術創作對社會人群應負的責任。

在有意而且系統化的知識探索過程中，以及一連串創作經驗的反思中，破陶觀念才能偶然靈光一現。文中所介紹的個人作

品，正是一年來手提示心、心指導手的實踐成果。如此的創作方式，也是今後個人要走的道路。

關鍵詞 : 陶藝創作、破陶、解構主義、士族、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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