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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雙凝�母女」，是以母女情感經驗為題材，藉由創作閱讀自我生命的軌跡，審視梳理自身與母親的關係。母女關係如同

兩面鏡子映照著彼此，透過彼此的鏡像回溯成長過程，漸漸拼湊出母女關係的生命地圖。感悟母者柔韌堅毅的母性力量，

奉獻的深刻情懷才是創作中重要的意念。藉由相關理論探討，及中西方藝術家對於此相關創作主題在理念上的探索後，釐

清創作的脈絡與方向。作品分成「睨」、「凝」以及「省」三個脈絡，過程中透過媒材與形式兩方面的實驗來嘗試表達母

女情感在心中的樣貌。創作媒材以壓克力顏料為主，部份作品運用複合媒材。此階段的創作不但是自身生命經驗的投影，

也是對自我凝視內在的一種探尋與轉化。

關鍵詞 : 母女關係、母性力量、自我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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