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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想像、敘述方式、詞彙都是從作家的身體和經歷中產生的， 並逐漸成為其藝術表現。」 　　身處在語言文化中的

人類，思考的方式都是憑依在語言文字上 ，經由大腦的命令將這些文字轉為人的行為，進而為世界上任一角 落命名，藉

此與人類活動串聯，創造出更多嶄新的文物。「在某種 意義上，語言完全是一種思維活動，而思維就是語言所能表達的一

切。」受過語言教育的人，其舉止本身可以藉由文字有所意指，也 會透過身體感知讓腦中的思維作出瞬間的文字判斷。整

個過程宛如 劇本的演出，甚至可以說是兩種媒介的寫字與閱讀。 　　本篇論述分作五章，第一章談論創作動機與目的，

第二章為文 獻探討，分作「敘述與行動的關係」、「閱讀自身」和「書寫活動 」三節，循序漸進地探討人類自身的敘述

活動，並且特別提出其中 的書寫活動。第三章介紹相關表現形式的人物與其作品，依個別不 同的表現形式來區分，並指

出對本創作所帶來的影響。第四章談論 創作理念，其中的第四節後面將不同表現形式的作品予以分類，再 來進行分析。

第五章便是結論。 　　本創作期望透過文字元素的使用（同時也是創作過程中的書寫 ），表達人類在自身的敘述活動過

程中所發生的現象。因為文字是 由人類所創造，故文字的種種特性，其實已描繪了人類自身敘述活 動的模樣。憑藉這每

一件創作的主題，讓人們意識到平日的敘述活 動，發現其中的文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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