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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the author, all sorts of fine touches in life and inner self are episodes difficult to let go. Using this subject for art creation, the

author was motivated and attracted by the potential immeasurable power in life and self. Starting from the origin of life, the

objective is to search for every form of life experience and self-identity as a research subject matter for this art creation. Through an

art creation, the author tried to express self-identity, a continuing self-understanding, and a self re-cognition. Self-identity helps the

author understand being the identical self-entity can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The author sincerely hopes that

all the previous artworks of self-exploration can be connected by writing this thesis so that the context of creative thoughts may be

organized. Specializing on “lacquer of art” as the materials for art creation, the author worked on creative artwork of lacquer and

pursued a refined individual art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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