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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妮 普梅爾」，是一個虛構的名字，在此用來做為筆者這系列創作的主體人物，或男或女，總是以一個沒有情緒的表情

，漠然正視著前方，看似安靜卻會被顏色跟氛圍導向似乎有著極度騷亂與爆炸的言語將從畫面宣洩而出。然而，灰色的皮

膚、火紅的頭髮讓人很膚淺的解讀成好像在抗議著什麼樣的事件。 既定印象總會讓我們很習慣的去導向某些成長社會背景

的軌道，對筆者來說，或許這些現實的東西帶了不少不真實的感覺，而那些不真實的、被隱默的卻強烈的讓人感受到真實

的跳動性。筆者虛構的人物「安妮」(代表每個人心理面的本我)，有時本能與行為被制約規範限制，人們卻也對這樣的行

為感到平常安適。不管我們是不是發現到這樣的現象，不能否認的，太多人熱衷於假裝不知道，失語的現象卻也因此油然

而生，而心理面的「安妮」依然會幫我們保護的小心翼翼。透過虛構的情境來嘲諷真實生活的荒謬性，這批虛構出來的人

物，儘管沉默的控訴著每個人不ㄧ樣的訴求，但得到自由與解放卻是共同的目標。 人的內心，永遠都存在著一部分是無法

交流的，喃喃自語幾乎是自慰的表象，然而這樣的狀況卻是大家所共同擁有的。本篇創作論述將分別為緒論，第一章說明

了學理基礎，並與相關藝術家作交叉比對。第二章說明創作理念，第三、四章分別以個人創作風格做作品形式與內容的分

析與探討並說明方法與技法。而第五章作品解說，最後為結論，逐次加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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