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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是以個人經驗、感受，在這社會脈絡中試圖尋找自己的主體意識與實現社會文化期待的平衡，作為創作研究的出發

點。在各種權力論述不斷地纏裹、形塑下，感受媒體廣告和化妝品或塑身產業驅使女性減肥的催眠作用，使得女性更加盲

目的順從依附在文化期待下，而身體的意義也被輿論的眾多符號、物化下層層的覆蓋包圍後，混亂不清，喪失原本自我靈

魂的最初原貌，開始依賴更多的標籤、刻意貼上符號來闡明自我的靈魂，確定自我的存在。 個人作品理念與實踐，打破一

般的形式結構，運用後現代的觀念，衍生出變形的身體意象符號、或抽象圖形為創作的元素。期望以個人作品傳達的理念

，讓大家看到另一種身體意象，以培養一個真正屬於自己正面的身體意象來解放自己。

關鍵詞 : 身體意象、符號、物化、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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