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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對筆者而言，自然是絕大部份靈感的來源，筆者以個人直覺處理來自自然的記憶及幻想，透過金屬媒材和加工技法，將之

簡化、演繹成為金工作品，藉此抒發個人的情感，並且表達個人的創作理念。 本論文的創作主題訂為「圓．融」。「圓」

是指作品造形普遍具有圓的造形特徵，希望給人一種溫潤、圓滿，且具有韻律之感受。「融」則是指自然、和諧與融合之

創作理念。全部完成作品共分為三個系列：「圓融系列」、「生活泡沫系列」及「液態流動系列」，希望這些研究作品能

夠呈現個人的創作理念，配合文字的論述，更進一步釐清個人的創作脈絡，也讓觀者更了解筆者的創作思想。 此外，透過

作品的完成，個人深刻體認到金屬工藝加工技術方面的欠缺，並且經由相關文獻探討，建立一個自我的價值觀，提醒自己

在技術的學習進步之外，美感的創造才是首要依歸，別讓技術的追求與美感的創造本末倒置。再則，提醒自己必須持續擴

展個人的創作視野，才能讓作品呈現更豐富的樣貌。經歷這一研究階段的完成，個人更體悟到，要持續從事金工的創作，

成為一位專業的金工創作者，必須要有面對困難的勇氣與具備的無比的耐心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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