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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環境不斷的影響、分化我們的主體意識，而主體也為了配合環境，不得不有所變異，在妥協的瞬間，自我已被環境所吞噬

，究竟何者才是真實的自我，或許連自身都無法得知。從出生以來，我們即和環境共體共存，環境塑造成自身獨有的人格

，但要背棄被吞噬的事實而找尋個人真實的靈魂聲音，又談何容易！主體意識不斷的在體內游移，我們唯有脫離現實，從

潛意識、夢境、或過去的成長歷程中，找尋它曾經停留過的軌跡。   隨著時間的異同，畫面中對於自我的詮釋亦有所轉變

，而本篇論文〈消逝中的主體意識〉中，將以筆者2003至2006年間的作品作論述，並依畫面中的特點作歸納、分析。在章

節部分：第一章說明了創作的動機、目的、方法。第二章以個人的生長背景、創作時的心路歷程為主，在第三、四章裡，

將筆者的作品拆解為主體與背景（即個人與環境）作說明，在主體部份，依創作風格裡分作對肢體的斷裂、主體的空白兩

部份。在背景部份，則分為圖象式的拼貼構成以及線性纏繞兩部份。在每一章節裡，均舉例具有相關風格的藝術家與個人

的創作作品作交叉比對。而在第五章中，將筆者的作品做整件單一的論述，最後一章節為結論。 關鍵字：留白，自我意識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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