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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創作自述「人體表現性雕塑」乃2007年至2012年期間，以破碎的造形美感作為創作之核心，並試圖於創作中挖掘筆者心

中最底層的美感經驗。對筆者而言，惟有放入全部的感情，才有可能感動他人。 近年來以人體表現性雕塑作為創作形式，

在造形探索過程中思索著現代人的心靈與肉體面貌，時時面對群體的工作和互動壓力，讓身體呈現出各種不同解壓的心理

狀態。筆者試圖以誇張、扭曲的肢體變奏闡述人們內心的虛無、惶恐與無助，並藉由石膏直塑的特性，營造出一種破碎的

造形語彙。 就筆者而言，人體表現性雕塑是造形美感經驗的表述，透過創作的歷程及材料的特性，將人體結構重新賦予新

的生命。然而，在這一連串的造形語言經營過程中是既費心又費時，這種感受也只有親自參與才能體會。期望經過無數次

的人體造形實驗及直塑的肌理探索，能創造出完全屬於自我的美學風格。

關鍵詞 : 人體表現性雕塑、石膏直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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