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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療．禦」系列，是來自一段著作權受權力侵害事件，透過生活經歷、感知的轉化，以創作療癒內在的精神壓力。創作不

設限的探索過程，自然發展出分期的作品樣貌；同時從中得到非預期中的平靜與紓解。 創作的形式發展分三個階段，第一

階段藉由鍛敲銅材，在基本形塑器物的同時，留下工具工作的痕跡，如人的成長所累積的歷練。第二階段，受到學習皮革

材料、技法的影響，結合金屬工藝的基底成為具像的表現，作品之間透過置放與組合關係，來營造情境及故事性。第三階

段是藉著縫合與鉚接的技法，修復在環境中受損傷的木質材料，描寫一種想彌補失去完整主體的遺憾。皮革、木材，受環

境影響的舊化現象以及金屬化學染色，都是藉物質表面與時間作用的現象，象徵人在歲月裡產生的變化。運用不同的技法

與媒材複合，建構出心像的表述；藉由創作的過程，將內在的感受轉化為有形的表現，進而使我重新獲得力量。

關鍵詞 : 著作權、創作療癒、金屬工藝、金屬化學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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