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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藝術作品反映藝術創作者的情感與思考模式，也體現出內心的思維與特質；更進一步的說，藝術創作常因應創作者的經驗

來表現創作的意圖，因此無論社會動盪的變遷、文化價值的差異，乃至個人生活體驗的改變，藝術創作者都能適切的反映

其相關的議題於創作中，並透過作品訴說著自我的理念，進而感動人心。 筆者的創作從挖掘、認識自我出發，進而展開後

續的創作發展。本論文創作研究以認識自我為基礎，追溯自我創作的歷程與思維，將個人成長經驗透過創作的方式加以記

錄。 全文共分為五個章節來論述：第一章「緒論」筆者的藝術觀以及研究動機。第二章「懷特之詮釋與創作」描述自我記

憶的連結與媒材的意象。第三章「場」詮釋空間與記憶，牽引出對家的感覺並釐清、整理出環境空間和身體兩者情感投射

的相關性。第四章「作品分析」，藉由檢視作品再次釐清創作脈絡與理念，在創作過程中樹立自我形象，以「White white

white⋯」、「身體空間」、「自塑像」、「twist」四系列分述之。第五章「結語」歸納總結。希望藉由本文的書寫，連結

個人求學階段的創作過程記錄，透過作品來印證時間與記憶於此歷程內的影響，並思考未來創作方向。

關鍵詞 : 場、記憶、身體、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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