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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的起始說明此番創作的動機及目的。潛意識的喚醒是我對於藏在心裡深層的快樂和痛苦的察覺，能夠藉由創作的形

式意識化。筆者將夢境視為一種靈感的與創造性的啟示，是有意義的精神象徵。 夢境、潛意識和直覺常常是藝術家創作時

的靈感來源，藉由象徵手法傳達心中意念。從潛意識到意識的昇華；從抽象概念到具體的創作演變，筆者的創作有象徵對

愛情的渴望、自我孤獨的對白和對未來的展望等，這些都是描述自我的心理精神層面。 在筆者的作品中有象徵自我的貓、

夢境中的場景、潛意識裡對愛情的渴望等。這些作品象徵的意義源自對現實和未來充滿希望的追尋，有助於更了解心中原

始的慾念，真正讓心靈得以解放，勾畫出最深刻的內在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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