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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存活在這個世界上，人們總是問：生命是什麼? 這是自遠古時代人類就一直不斷在探求的問題，即使到科技昌明的今天，

也總是有許多新的理論推陳出新，然而伴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人類了解到自身在這個大宇宙中的渺小，人類是大自然的

一體，應該遵循它的腳步，順應它的變化，只要傾聽自然的聲音，就能夠傾聽自我的生命。 生命乃指生物的生活機能，也

就是生存在世上的壽命。然而人類生命的真正意義，只侷限於這短暫的血肉之軀嗎？還是另有更高深的意義呢？由此，延

伸出作者對於生命的背後意義的探求，以及開始對何者可以代表生命的一連串思考。因此，創作具有「生命隱喻」意涵和

特徵之作品，從中找尋最終自我，也就是真我存在的意義，是我創作生活的努力目標。 中國流傳已久的老莊思想，是先民

體驗大自然的智慧結晶，也是我自小領會的傳統思想。個人的學習教育深受後現代當下的影響，如何運用心身合一的觀念

，來從事藝術創作是我努力的目標。個人認為自然秩序中的生命型態充滿了反覆、和諧均勻、對稱均衡與節奏韻律，我以

陶土為媒材結合生活上的記憶與想像來創作，創造出個人之記憶；不只是記憶，而是整合及重構生活、自我治療、了解世

界、並且達到顯現自我生命隱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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