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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每個人一輩子一定有過幾次的收集經歷，在收集中，人能從物的身上得到愉快滿足，並藉物回到心靈的廣大世界，再度重

溫舊事，認識過去。 本創作以收集為主題之觀點，從媒材的收集應用及形式表現， 探求生命消逝的時間中，人的精神與

物質之間的關係。運用平凡紙張作為媒材，藉物喻人，托物抒情，物成為自我的象徵。筆者透過收集物傳達內心狀態，以

片刻、斷面及不連續的物象，描繪記錄心靈的世界。 論文的主體架構分為七個章節：第一章說明論文題目「收集�記憶�

記錄」的背景及動機。第二章則以材料語意、文學、藝術各面向的特點分析，進而發展自身的創作。第三到五章陳述創作

理念的形成及形式技法應用分析。收集源自於對生命的紀念，以簡潔單純的形式結構，呈現人在物身上所隱藏的情感。第

六章為作品論述，汲取收集的各面向觀點，化為創作的動力，做詳盡之論述。第七章內容為結論，說明創作實踐與前瞻追

求，藉由知識探索及創作經驗的累積與反思，找到發展的出路與方向。 收集是生命體驗的再次回顧，藉由生活汲取靈感，

醞釀許久的作品終於陸續完成，然而創作過程所帶來的奇想卻仍源源不絕，這些創作的心路歷程也將成為未來創作方向的

墊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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