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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創作是從土的角度切入，探討土地孕育萬物，提供人類最原始的力量所產生的奇妙關係。 筆者透過觀察，將生命中所散

發的細微因子一一品味，以土為主軸的創作符碼，說明生命存在的意義，進一步探尋藝術表現之價值，根據以往的經驗、

自我情感等，透過表現形式和技法在陶藝創作上反覆思考，並將意念表達出來，創作出散發生命意象的作品，並試圖架構

ㄧ個富有生命意涵的氛圍。 在生命的旅程中，雖然充滿著汗水和險阻，讓我不時感到困頓與疲憊，但希望能慢慢咀嚼酸甜

苦辣所交織而成的點滴生活，來豐富我們的歲月，迎向多采多姿的璀璨人生。

關鍵詞 : 生命、土、陶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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