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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想像，是大家都有的私密經驗，不同於潛意識主導的夢，在清醒的狀態下將感覺、夢幻、思想整合在一起。我們透過想像

滿足內心世界，也透過想像預期未來的計畫而使得現實生活更加充實。 夜晚是誘發筆者想像的關鍵時刻，因而以此作為創

作的主題，藉由纖維藝術創作過程中不斷進行的重複動作，使自己進入一種沉靜的冥想階段，回歸到靜謐夜晚中自由擴展

的想像情境。 本論文的創作、研究方式，以相關文獻的引述、整理，論證誘發創作的想像狀態以及創作當下的感受，同時

闡述實際創作過程中與理念磨合所產生的形式演變，達到學理與實作間的具體聯繫。最後，希望透過媒材肌理特質與作品

展演方式，表現出想像在幽暗空間中虛幻但令人注目、持續推展行進的景象。

關鍵詞 : 想像、潛意識、自動性技巧表現、身體感、纖維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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