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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命與自我內在的種種微動對筆者來說，有著難以抹滅的情節。筆者以此題材作為創作主題，動機緣自筆者於對生命、以

及自我之間潛藏無盡的力量，深深為之吸引。以生命原點作為出發點，藉此探討生命經驗與自我認同之間各種形式，作為

本藝術創作研究題材。 筆者藉由創作方式來表達找到筆者個人的自我認同，瞭解筆者對於自己的一種持續的自我瞭解，以

及對於自己的一種再認感，讓筆者知道擁有自我認同可以使筆者在不同的環境扮演不同角色時，瞭解自己其實還是同一個

自我實體。希望藉由撰寫論文的同時，將過去到現在有關自我探索的作品連貫，並從中整理出創作時的思考脈絡，創作媒

材以專精於「漆藝」作為重要的創作對象。選擇以「漆藝」為創作媒材，試著以創新的精神進行天然漆的藝術創作；並以

求未來筆者個人藝術創作的特質能更加以精煉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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