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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藝術創作是藝術活動內在思維的表現，透過想法理念和情感經驗，從創作活動中去實踐和發現自我內在的精神和特質，經

由學理和美學基礎來深入分析，探索內在思想的領域，從生活記憶的微觀，啟發創作的動力，在理性與感性的創作歷程中

，建構個人的生活美學觀。 　　本論述主要是探討筆者於二Ο一Ο年至二Ο一二年期間，對於連結「生活」與「記憶」的

創作理念思考、創作歷程以及作品的呈現。由主體內容的探索與思考，將個人的創作思維透過生活物象傳遞，在創作實踐

中賦予作品生命力，進而探尋藝術創作與個人生活內在的脈絡軌跡。 本文撰寫內容，主要架構包括第一章緒論：闡述本創

作之動機、目的及範圍。第二章文獻及學理探討：從心理歷程、美學觀點及相關藝術史，並採用羅蘭�巴特的符號學與影

像理論作為分析基礎。第三章創作形式與技法：由個人的創作理念與元素，探討創作的形式與技法。第四章作品的分析：

此創作作品的分析與詮釋。第五章結論：闡釋本創作論述歷程與結語，以及對未來創作發展的省思與期許。

關鍵詞 : 記憶、生活、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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