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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is by individual experience, the feeling, attempts in this social vein to seek for own main body to realize and to

realize social culture anticipation balanced, takes the creation research the starting point. Entangles unceasingly in each authority

elaboration binds, the shape to model, the feeling media advertisement and the cosmetics or model the body industry to urge the

hypnosis function which the female loses weight, causes the female blindly to obey the attachment under the cultural anticipation,

but after body's significance also by under public opinion numerous marks, transformation cover surrounding layer upon layer,

mixes the hopeless mess, loses originally the self-soul initial original condition, starts to rely on more labels, to paste on the mark to

expound that desirably the self-soul, determines the self-existence. Individual work idea and the practice, break the general form

structure, after the utilization, the modern idea, grows the distortion the bodily image mark, or the abstract graph for the creation

element. The expectation by individual work transmission's idea, lets everybody see another kind of bodily image, raises one to

belong to oneself positive body image to liberate itself tr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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