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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chniques of making pottery: Being fired, I like the way it was made through laying a fire on it. As times goes by, people are

getting used to simple My pottery’s theme is the change of thoughts and trial of life. The experience of life and the interaction with

environment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me. It includes happiness in process of having conversation with my kids and through long-term

observation on my kids. Then I have made many works of art in simple form and the abstract thoughts. I always talked to myself

through holding soil in my hands. I also show my feeling without hiding anything. The motivations of making pottery: with the

behavior of making works of art, I can ease my pain of unpleasant experience and find the beautiful thing in my soul again. When

you appreciate my works of art, you could feel like living harmony with nature. The main ideas of making pottery: I think that

everyone has something which sticking in their memory. And everyone should cherish the private part of secret. I am trying to dig

out something bad such as untied knot of mind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inally, I make my own works of art by digging it out

in transformation. It fired my imagination through it. and natural living way. We hope to live harmony with nature. I made my

pottery with the logan wood from my hometow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The weight of a palm」

、「The tears from Buddha」. A serious of all art works are the results of creation. I devoted my energies, time and attentions to my

works. I will continue my creation with all my efforts. I believe that things are hea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n my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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