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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3 年是我開始接觸陶的創作媒材。在大學到畢業後一直著重在製作的技巧及不同土料的嘗試。進入造型藝術研究所，重

新面對此一材質，藉由陶與不同的媒材結合，來表現人存在現實社會中彼此的互動及圓融的意念。 藝術表現的動機與形式

是因為個人所處的環境、所接觸的人、所做的事甚至個人的教育及人生經驗都會造成不同。反映在創作中的即是自我的體

驗與歷程。利用每一陶器本身即可呈現一完整概念來喻為個人，而加上與各種媒材的結合來表現個人與社會互動的融洽生

活方式。讓我們能從別人身上學習，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也更容易去探索事物的本質，常常在事物中有更深層的體悟，藉

由作品的呈現來與人分享寶貴的圓融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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