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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對藝術創作動機的不解與疑惑，重新審視內心交織複雜的情感，踏上尋根的旅程，祈以能更接近真實的自我，挖掘出存在

於個人的真實感。 因此，由藝術的起源，宗教說（Theory of Religion），說明藝術源起於人類對自然、生命、祖先、鬼神

等的崇拜，來解釋個人對家族精神的感動，在創作中賦予作品紀念意涵之象徵；蒐集客家文獻與家族過去移民、開墾的經

歷，歸納出家族與家人間，因過去時代背景的塑造下，所產生的刻苦精神與對生命的執著特質。 個人的創作中，蹍轉將這

種墾殖背景下所擁有的特質，應用於創作的觀念上，包含了個人的態度觀、自然與我的關係、以及關注「過程」等等的想

法，理出存在於創作中的精神內涵；就創作形式表現上，將創作精神以技法、造形、材質、基理等方式論述之。

關鍵詞 : 家族精神 ; 客家 ; 創作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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