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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童真陶藝創作世界」是筆者就讀研究所的創作研究主題，創作來源是筆者從小至今的生活記憶，以及人與人的互動過程

，經內心世界的解析，不斷的探索再探索，而形成創作的核心思想。創作形式主要是藉由陶塑手法，呈現台灣五、六十年

代學童課間純真、俏皮的玩樂模樣，敘述童年的純真、淳樸、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 這個主題與其說是筆者個人的兒時回

憶，倒不如說是那個年代大夥的集體意象，曾經是共同體驗過的學習時光，勾起的是種種記憶回味。在此次創作研究中可

看見兩個意象，一是主題所直接呈現的表面意象，以各種即興的動作、霎時表情、瞬間紀錄，所呈現的是曾經擁有最真實

、最深刻的記憶，勾引出每個人不同時光、不同環境所儲存的「記憶底片」。 另一主題所要表達更深層思維，科技文明的

進步，社會的經濟發達，所帶給我們的生活是進步、舒適，還是另一種失去？現今小孩所處的環境，雖然電子科技產品環

繞、網路資訊發達，但人際關係、同儕間的互動、彼此的學習，透過作品懷舊畫面的種種意象，似乎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是以讓我們思索及關切。 本研究係以作者的「童真陶藝創作世界」作為研究主題，針對作者陶藝創作的形成背景、藝術

觀及風格演變進行分析與探討，進而發展出「童真陶藝創作世界」系列作品。

關鍵詞 : 台灣田中窯、葉志誠陶藝、兒時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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