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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個人經驗和感受，在過程中試圖尋找身體和心理的平衡，透過創作將負面情緒轉化、昇華。抽離的軌跡系列作品包含兩

部分，生理期-身體細胞的代謝過程；親人逝世－死亡所牽引出的悲傷情緒與事件過程。每個過程就如同一場儀式，在心

裡烙下深刻的軌跡。 此系列作品多以複合媒材的方式呈現，從媒材中衍生出帶有個人意義的符號、幾何圖形和儀式上的象

徵意涵，嘗試以白色基調作為身、心兩部分連結，營造出靜謐氣息下騷動不安的氛圍。 本論文將從創作研究動機、目的、

範圍、學理基礎探討到作品理念、形式、材質等面向來剖析這系列作品，冀望藉由文字的陳敘，讓觀者更能貼近筆者作品

中欲傳達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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