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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從自身生命經歷與體驗出發，透過女性思維展開創作，以人體線條形式為圖像媒介的工具，探討、記錄生命的過程

；一方面探索身體經驗的意象，一方面與內在進行對話，發掘並宣洩自身隱曖的情感。 本研究分成五個章節，第一章緒論

，概略說明研究動機、目的與研究方法，以人體線條為創作媒介，個人生命經驗為創作之主題。第二章創作學理基礎，從

裸像線條出發，以女性意識、身體經驗為主軸，檢視自我內在生命歷程意象。第三章作品分析與詮釋，闡述研究方向思索

的進程，與階段性作品的分類呈現，以感性敘述的書寫方式，分享創作之情感。第四章創作理念及形式表現，分析創作階

段性的想法及內涵，對創作主題內容整合，以及繪畫形式的實驗性分析探究。第五章結論，歸納創作過程之心得及成效，

期許自我未來發展的可能性，與對社會的貢獻。 深入思考、內省的過程中，生命歷練的總總，使創作有了更多創造性的可

能，有更多勇氣去面對與突破自我，進而提升心靈品質與自我瞭解，未來仍繼續探索女性身體經驗，期望連結更多元的創

作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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