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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Chih-Cheng Yeh’s Pottery Art－Childhood Memory” is the writer’s creation. It comes from the memory of the

childhood, interactive process between peop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ner exploration and constant researches. The above

description makes the core ideas of the writer’s creation. The creative form is mainly based on Ceramics pinch skill. It shows the

naive, funny and naughty childhood lives in Taiwan about 1960s-1970s. It also narrates the happy times of purity, simplicity and

carefree The study is not only for writer’s childhood memories, but als e.o for the collective image of those days. It was a learning

time that we experienced all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it evoked so many unforgettable memories. In this study, we can find two

images: 1. The study shows the surface images- all kinds of spontaneous actions, instant expressions and instant record. It reminds

people that they had the truest and deepest memories before and leads to "memories of film" which people stored in different time

and different environment. 2. The study also conveys the further thought. Do we lose or gain in the world of highly developed

technology and economy? Surrounded by the advanced 3C products and Internet access, children nowadays face the problems of

human relations, peer interactions and mutual learning. Though nostalgic images of works of various images, we must think and

concern these problems. The study uses” Chih-Cheng Yeh’s Pottery Art－Childhood Memory” as research topics. According to

the background,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about the evolution of art and style, the writer develops the serie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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