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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創作研究旨在探索個人、生命的源頭與誕生演化，筆者藉由篆刻藝術創作，企圖尋找人生的感動與初衷的堅持，藉由源

、生二字聯想：原始、包容與孕育、稚嫩，認為起源之地、誕生之處與成長的過程，三者皆重。特別對於柔弱生之徒的感

受深刻，追求綿延不絕、圓轉、圓融之美。 一、創作過程，透過易經、儒釋道的哲學觀點做為起源的根據，開啟對宇宙萬

物的探索，運用其擷句為篆刻印文；生命誕生的自我探索是家與成長記憶，運用自我勉勵的詞句，成為創作之依據。 二、

“圓”為構成與思考的主軸，與傳統篆刻風格不同，多以圖騰結合文字，融入圓的造形進行創作變革。 三、素材多樣性，

嘗試突破方寸、朱白與平面，進行放大、半立體、立體衍生出多元創作可能性，包含運用在地文化特色與個性化色彩表現

，企圖產生視覺激盪所帶來對宇宙、生命、家和自己的追溯與感悟，使篆刻作品不侷限於方寸，而能產生多樣性變化。 四

、筆者接觸許多哲學、佛學書籍後，認為閱讀是重要的，讓筆者如醍醐灌頂一般湧現靈感，成為啟發創作動力來源之一。 

五、創作時有許多嘗試與發現，皆能傳達筆者畫面中理智與感性的境界，突破傳統技法的限制，也能成就好作品。

關鍵詞 : 起源、誕生、篆刻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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