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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OCD) is a psychiatric disease affecting a person continuously throughout his/her life. They will

experience different emotions in different ages. However, their responses will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since the

degree of stress imposed on them changes. Their actions may become (a clue to) the ways through which the problem can be solved.

Therefore, I wish to express the feelings deep down inside them through this piece of art (or creation). Through van Gogh’s

incident of cutting his left ear, the inspiration from Yayoi Kusama; and the creative researches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Hung

Tung under his mode of thinking, this thesis is going to illustrate my ideas and contents of creation. I used Jung’s theory of neurosis

to depict my mental status and mode of thinking. I expressed my stressfulness through the way of creating this piece of art.Moreover,

through the way of exhibiting the art piece, I wished to express my feelings and the whole picture of my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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