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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inly exploring into the subject of “Inner Symbol”, this exposition of creation commits itself to conduct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

of symbolic meaning, artistic function, evolution and symbolization with artistic creation as well as take research meditation of inner

symbolic image as subjective element of creation. Symbol is one skill to help transmit human’s idea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as well as creators’ means to deliver their thoughts. A creator takes imaginative spaces and the hidden metaphor which symbolize

transmission as ways of expression and idea for his creation as well as conducts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artistic works. “Paper

Airplane Dream as a Subject” is the research title for of essay as well as a foundation for creative thought. With the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idea of inner symbol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author takes shaping symbol of the paper airplane as creative basis to

explore into the ideation of human’s flying dream, and further blends element of personal affection experience to bring out a series

of works for the creative research in blending of theories and emotions. Creation externalizes inner ideation, affection and thought as

the existence of works. This creation applies ink and water, watercolor, oil painting, Chinese gouache painting and graphic arts as

materials to present works aspiring to achieve ideal in realistic skills. “Inner Symbol” expounded in this essay means the author’s

spiritually subjective symbolic ideation, which are about discussion of essay’s related theories. Expounding the inner symbolic

meaning, descript about the fundamental of society for research subject, and 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creative subject in the aspect of

psychology. The author’s creative philosophy including revelation of flying dream, soul and self-awareness of a child’s heart -

man’s natural kindness, and the meaning of the paper flight in author’s mental aspect. The creative contents of work divided into

three series of subjects, i.e. series of quiet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development of presentment image, and memory of childhood,

in which reflection, emotion and cause of creation are recounted. The conclusion gives the course from my childhood to the phase of

facing the arts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artistic works on inner dialogue and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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