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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我而言, 雕塑創作正如一個新生命體的降臨,過程充滿挑戰與艱辛、孤寂和些許的苦悶,這些感受一直要到作品的完成,才由

喜悅來取代。非常幸運地，在學習雕塑的這條路上，我遇到了許多良師益友，同時前輩們的創作經驗與先哲們所闡述的藝

術理論，更是讓我獲益良多；對我而言，現階段的雕塑創作不在於找尋建構個人的符號與風格，而是以一位學習者的心態

來累積雕塑藝術創作的能量。多方向去嘗試造形與媒材方面的議題，更努力地探究一些雕塑家的思想與理論，將之融合於

我的雕塑創作中 ；期待有一天能水到渠成的發展出自己特有的藝術風格。 本論述的主旨在將個人在雕塑創作上所面臨的

課題，作一分析和探討，並以我本身雕塑創作的經驗建構出一學習模式，透過本模式多次的循環，因而產生出新的發現與

新的問題，進而不斷地實際驗證與探究，並不時加以省察和改進，最終再將探究過程中的體驗和啟發，在我的雕塑創作上

做一統合的表現。 此外，我將從意念、形式、材質⋯等諸面向來剖析我在就讀 研究所期間所創作的作品，冀望藉由文字

的陳述，讓觀者能更貼 近我雕塑創作的理念與特質。 一切的傳統都會因時間與文化的催化而產生改變，因此除了向西方

取經學習外，研究我們自己民族的藝術遺產，將其轉化與發揚更是未來我所應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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