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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論文《思考與堆積》，依照作者的創作內容與學理基礎，加以論述說明，並藉由此研究加以分析個人，並予釐清問題

找尋正確的解答。 本文以「我」所引發的疑問，以「閱讀自我」為主要的元素延伸連接「時間」與「空間」，研究自我存

在的意義，將論點帶入生活，感受時間、思想和空間的變化，意識自我的轉變。自我的擴張，如何由思考再次堆積出自我

，以創作的方式闡述作品的理念。 按照論述的程序，論文分為五章和結論，各章內容概述如下； 第ㄧ章、研究動機：整

理研究方向，明確自己的動機。第二章、研究目的。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文創作論述與研究方法，分成以下兩個方法（

ㄧ） 休姆的懷疑論，包含「因果律 （causation）」與「歸納法 （induction）」 ，以兩種方法整理書寫，以理念來建立理

論（二） 創作的紀錄 ： 透過創作的過程，釐清個人創作軌跡脈絡。第三章、文獻探討:尋找自我。第四章、創作理念：藉

由知識的反證，說明身體擴張的原因， 重新檢視身體存在。第五章、創作論述：說明《累積與堆積》、《閱讀》作品的內

容發想。結論：紀錄下成品結果，並在此中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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