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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還不曾出現在我們認知裡，或獨特事物都給予一定的形式及表達。並認為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舊的秩序在重新恢復整修之下得到新的秩序，而在新的秩

序之下的舊模式會將一切帶到比較高的層次。因此曼佗羅中「圓」的象徵早已

出現在原始太陽崇拜或是宗教、神話裡，或是在早期天文學家的天體概念裡，

因為人有其思想、感受、直覺和感覺的能力將內在與外在世界交會，依據此功

能我們視曼佗羅中「圓」的象徵是指向生命最重要的一個向度—生命的終極圓

滿（ultimate wholeness）。因此我們可以意味著曼佗羅本身所展現的更是心靈定

向的象徵，一種宇宙與神聖力量間的聯繫。甚至禪宗一派更將圓視為啓蒙、了

悟，象徵人類的完滿成熟。 

        筆者因此在就讀研究所之前，約略實習即將即將結束的那段時間，創作出

許多類似性極大的作品編號（12），更進一步的解開原本認定的視覺圖騰，重

新賦予新的排列方式創造出作品編號（13-1~3），無論從哪一個面向切入，每

一塊圖騰都代表著一個孕載生命的窩巢，在分裂中尋找新的象徵、新的生命體。 

 

  

作品編號（13-1）                                      作品編號（13-2）上， 作品編號（13-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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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13系列）：以平面繪畫解構重新組合的方式創造出一朵一朵的圖樣，

每一朵孕育著一個複製的自我。其精緻程度如同人體一般的複雜，這件作品似

乎在無意間呼應到作品編號（14-1~2,15-1~3）乳房與子宮的象徵，機械式的分

裂母體位置與暗示繁殖的可能，積極想像來應對自己各個不同面向的過程。人

貴為群體動物，即使在外地工作、旅行、生活都難以脫離這如此密集的世界。

因此人與人之間情感交流、與外地外物產生的火花，都在十字交叉的路上，交

織成無法預知的圖樣。  

 

• 再造 

 

        此作品名稱「源」，是研究所時期的創作作品。使用人工絨毛布、印刷單

透布、棉花以及熱熔膠等媒材組織成一個象徵意味的圓形。天圓地方，筆者藉

以古代觀看宇宙的想像方式闡述我們是如何用另外的角度去觀看生命的誕生。

《晉書‧天文志》32就有「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此說，說明古時候的中國

人以為天空就像是一個倒過來的碗，覆蓋在大地之上，大地是平坦的有如棋盤

一般四方，因此筆者以「天圓地方」象徵對宇宙生命的初探。 

        中國更在早期以一個四方的幾何圖形概念定出東西南北的四個方位，並為

這四個方位各自以五行：東—木、西—金、南—火、北—水，中間為土學說為

代表。而作品中每一塊黑白影像的起源發想都是來自於古代中國的各種渦文，

雷光一瞬，風揚雨降，天水激盪出狂亂的渦文，攪亂大氣。透過大自然微動所

產生的渦文來象徵地表能量的奔流、宇宙生成的根源。無論是雷或雲、水或火

其所有的特質將之渾然融合，進而形成後來陰陽對立的照面，因此作品以太極33

「黑」與「白」兩色作為兩力相抗橫的主要能量，創作出屬於個人神話中的特

有的渦文。 

                                                        
32 引用物理雙月刊（廿七卷六期）2005年12月，頁786。 

33 杉浦康平 著，《亞洲的圖像世界—萬物照應劇場》，〈天渦、地渦、人渦〉，莊伯和譯，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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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14-1） 

 

 

 

 

 

 

 

作品編號（14-2） 

 

        「布」是人從出生到死亡都不曾稍離的東西，一種歷史與文化的產物，除

了給予人溫暖與美麗之外，本身具有極佳的柔軟度和可塑性，能包裹、隱藏極

具神祕和複雜性功能，也因此能夠幻化為許多不同的東西。 

        此作品編號（14-1~2）所探討的則是對生命孕育的幻想，每個生命的誕生

不一定都能備受重視，其成長過程足以影響生命的延續，嬰兒與母親彼此間相

依相存，嬰兒脆弱無法自己生活，唯靠與母親的親密接觸尋找食物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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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無論「觸覺」是人身上重要且敏感的感官，它表達著隱私最直觀的

接觸，潛藏人記憶深處被遺忘的那塊領域。筆者使用人工絨毛布以及單透布兩

種差異極大的材質，每塊單透布影像都是由電腦繪圖改造自己的乳房，企圖以

不同實體的材質突顯出乳房的觸感，渴望觀者與自己在面對這件藝術作品時，

能自然想起過去的經驗並依據過去的經驗去反應，記憶中的實質物像就會變得

昭然若揭。 

        Knodel Gerhardt 一句話解釋觀賞藝術時的「認知」34「是身體與身體之間感

覺的改造，迴避了詮釋性的文字」筆者推崇不需太多的語言與文字為過去的回

憶作太多的解釋。 

 

• 退化（外孕） 

 

        此作品為研究所師生展的複合媒材裝置，如圖【15-1,15-2,15-3】。運用大

量的人工皮毛、塑膠面具和塑膠泳池，並以拍攝小狗排泄器官化成影片投射在

塑膠面具和水面上。以一個回歸的狀態，將母體生育的場域與排泄的器官影像

重疊，模糊了我們到底是要迎接新生命的誕生還是假想退回嬰兒胚胎時期的陌

生無知。 

        由一個覆滿白色皮毛的小水池與錄像裝置而成，水面載浮載沉著小小的人

面。本作品想表達的是我們都長得一樣，從同一個地方出生，從同一個場域出

發；我們在孕育與排泄的地方著床，嘗試讓自己與別人不同，以水流和光影的

交錯突顯出人們的游移、漂浮。 

                                                        
34 節錄《當代纖維藝術探索》, 〈不只是觸碰—纖維藝術中的觸感元素〉，頁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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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15-1） 作品編號（15-2） 

 

 

作品編號（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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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 

 

作品編號（16） 

 

        作品編號（16）：生與死的議題永遠是創作上最好的題材，大量曝光的攝

影作品，粉色白光詮釋乾淨的心靈。在探索身體、光影與空間關係的變化時，

忍不住被短暫優美的瞬間所吸引，光影在畫面中成為一種若隱若現的薄膜，就

像在母體中透過身體輕輕的移動和主體對話，輕盈不著痕跡，溫柔的訴說不明

確的未來。 

 

        接續幾件作品的創作過程，筆者慢慢整理出內在與外在的能量，以直觀式

的創作手法去領導尚未爆發的潛能。夢往往是跟著意識的心境和態度走的，試

圖告訴做夢者：事實本來就是如此。而且適應環境與自我實現的同時，透過補

償功能來達成這些目的的手段就是跟著心走，過度解讀自我是無法讓真實呈現，

何不試試藝術家法蘭西斯‧培根的創作方式，讓意境自己說話；讓創作過程中

製造氛圍，而這也是最困難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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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作呈現方式與設計 
 

 

4-1  形式 
 

 

• 畫中影像 

  

       運用攝影能快速擷取影像作藝術的優點進行創作，在作品編號（17）時期

測試許多由紙雕、剪貼與拼湊等實驗模擬效果。其中以這幅為接下來畢業作品

的起頭，企圖模糊現實呈現的面貌，以一種虛幻不真實的態度遊戲來內視自我

的過程。 

 

 

 

 

 

 

 

 

 

 

 

作品編號（17），實驗階段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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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作品編號（17）相關的夢日記 （11）： 

2011 4/23 

        在兩個房間，看裝潢應該是飯店裡。 

       我和某階段的同學正在作一件事（已經忘記是甚麼事情），我好像很想回自己所待的房間

。依稀還記得若要自己私下走回來的話，必須要捨得把抽屜裡的一百塊拿出來交給對方。到最

後，我明顯感受到自己非常想回到自己的房間，是因為我待在另外一個房間感覺到非常不悅，

也因此才捨得讓自己回去拿化妝台抽屜的一百塊錢給他們。至於給誰也非常模糊了。 

       我記得化妝鏡有一面非常大的鏡子，兩張全開大的面積，我當時穿著一件暗桃紫色的絲絨

睡衣，樣式感覺很像。後來正準備拿錢出來的時候，順便照一下鏡子。我一直看著鏡中的我，

卻發現自己的下盤怎麼這麼的龐大，看起來好怪，一點都不像平常的我。我擺了很多姿勢想要

去調整觀看自己的角度，結果還是一樣的巨大，怎麼和平常看到的我不太一樣？我怎麼了？ 

 

        夢中無法理解鏡像的自己變成奇形怪狀，彼此背離的凝視方向如同一層層

的疏離、遠隔，誇張式的下盤，試圖以嘲笑的方式自我反觀。不知所措地觀看

內視另外一個自我，鏡子為精妙的中介質來分化、變換自我的認同，就像掀開

面具之下，還有另外一個隱藏、正在蛻變的主體。因此，在使用三種不同年齡

層的女性外徵圖時，相對的都是在種種偽裝下彼此呼應的同一個血脈、同一個

女性主體的象徵。 

        筆者開始使用外婆、母親與作者本身三人的外在形象作視覺上的實驗，對

自我性別角色進行思考。紛亂的肖像照片呈現沒有「根」的歸屬感，一種陌生

的落寞情緒，來呈顯作者晦澀的心相。其中筆者所期望深入探討的在於一段過

去現在與未來的自我，藉由母親與外婆的影像象徵未知的未來。 

 

• 作品呈現外貌 

        以人類的第二層肌膚—「織品」的概念出發，強調「安全感」對筆者內心

的重要。織品布料的開始，其目的在於為人類創造出另外一層肌膚，一種美化

的裝飾，一種給予遮蔽保暖的外物，一種代表身分地位的象徵。在這充滿各式

意涵與功能時，織品布料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安全感」，可以讓脆弱無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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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軀上敷蓋暫時得以保護的屏障。 

 

        4-1-1   關於「撕」與「構」 

 

        作品「陌生」系列所使用的材料是普通印刷品用紙，它們被處理成條狀素

材後交織而成。在此，人物肖像已被撕毀、重組再聚合，所謂攝影承載的影像

已死亡，給予新的意涵在此醞釀締造。 

 

• 「撕」：表面的臉譜（情感） 

 

我不知道我是誰，所以我把自己的臉撕裂。 

        在製作畢業製作時，筆者單純順應自己的心，讓自己的身體和作品對話，

真正要傳遞的中心思想還是十分模糊，這部份與自我始終無法確實處理內心的

情緒相同。於是某天下午筆者突然意識到這句話，並送給自己做為短暫的結語。

「如果你不能在生命中找到暗示，那麼生命將會反過來敲醒你」這是在榮格與

他的病人之間所節錄出來的一段話，這兩句話也點醒這幾年筆者矛盾的行為，

一個莫名的下午竟突然間自我覺醒。因為想融入社會，卻也想強出頭，到處跌

跌撞撞，怕自己負荷不了外在投射給自己的話語，因此企圖磨合自己；又不甘

寂寞試圖表現自己，自己想做什麼卻全然無知，一般年輕人的通病都集聚一堂，

只能摸摸鼻子笑笑，再繼續迎接明天的太陽。 

        因此創作中的行為與思考模式都能影響作品完形程度的高低。在本系列作

品中「撕」具有強烈破壞力的行為，它解構了原本外界賦予自身的意義。透過

用刀片切割臉部影像投射至大腦，再間接影響到自我對自我的破壞。「切」與

「撕」具有強烈的否定意味，在過去接受過簡單的藝術治療過程，筆者相信

「切」與「撕」的動作足以散發內心負面情緒並予以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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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拼貼的臉譜（情感） 

 

        「抽象」能將創作作品從歷史、社會、文化現象中抽離出來，將「不具名」

的創作力量收斂在畫面的方寸之間，旁人所能關切的則是直覺的將眼睛置於畫

面基本元素的交互作用之上，而由單一元素作重覆組構的造型，本身具有無限

擴展的潛力。筆者將三人肖像等比例切割重新排列，讓原本輕易辨視的影像重

新洗刷，選擇如此的表現手法則在於，能夠將不連續散佈之情感符號的體驗加

以銜接，藉由拼貼組合的方式來尋找自我。 

        作品中編織行為可以讓我們歸溯到原始時代出現的手工活動—「打結」與

「編網」，這時期的人類運用打結來紀錄日常發生的事情，編網來捕捉魚類或

盛裝的物品。這兩種日常生活成為早期原始人類最重要的運用之一，甚至能夠

延伸至宗教活動、文化流傳等。 

        「結」（knot）象徵著「連接」單一物質性的交纏與接觸。起初，作品交

結時，容易扭曲無法平整，原先的秩序忽然間雜亂無章，無法平靜的創作。因

此運用「網」（net）的模式將畫面安靜的呈現出來，而「網」是由許多的「結」

所構成的面。除了畫面上的和諧之外，創作中雙手在與材料間的接觸，產生對

談與互動，種種意象便開始從腦海中慢慢浮現出來，這是自我面對材料的真實

性與自主性的真切互動。 

        筆者用大小比例固定的紙條，交織構成的圖像帶來畫面短暫的和諧。在具

有輕盈、表層性且節奏感的秩序之外，也擺脫傳統肖像平鋪直述的方式呈現在

觀者面前，將所有的過去、情緒等值地排列在一起，並將家人相處中所帶來矛

盾的陌生情感置換成表層圖騰。在執行過程中紙條的彎折、延展與重覆，在

「抽象」中帶來純然的自我詮釋，康丁斯基在提到抽象繪畫時：「連續而律動

的線與形在畫面上穿梭，它們乃依循著重覆的數學性系統而組構著，色彩則讓

所有的圖像產生出動勢。」經線與緯線本身在作品上抽象性的建構，創作中喚

起人的一種凝鏡、寧靜、冥想、音樂性與精神性的經驗。雖此系列作品純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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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但作品上細部解構肖像的畫面、一段段留在記憶中的痕跡，卻也能鮮活且

具有音樂節奏的方式龐然逼人，就在於滿足了所有淺嘗而止的情感慾望時，同

時也帶來了源源不絕且不具實體的空虛感。 

 

        4-1-2   關於「吊掛」 

 

「吊掛」方式常常出現在各類的作品展示，特別提出其吊掛的不只是作品本身，

還有筆者懸置的內在，漂浮不定的特性越浮越淺。編織作品的開始與結束都在

佈展期間，心中害怕的懸置、作品無法完成的懸置、做完不確定成為甚麼模樣

的懸置等。結合筆者過去做的夢日記（13）35，夢中做夢者常常會有「置身度外」

的感覺，像是旁觀者內視夢的劇情，此夢做夢者的視點皆是從上往下看（在上

鋪床），直到第二個場景才是從下往上看（在廁所蹲下來的姿態），而角度觀

看四周環境的變化也深深影響內在情緒的轉變。 

 

     4-2  媒材的使用 
 

        4-2-1   關於「紙」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Today is a gift. 

                                                                        ---------------------- Alice Morse Earle 

        引用 Alice Morse Earle36的一段話，倒敘時間所帶來的影響。筆者以女性本

位的自我覺醒進行編織創作，過程本身就是創作，每一秒的過去無法預知未來

的藍圖，因為無知所以挑戰。挑選的材質是容易斷落的纖維材料—紙，材質本

身的脆弱，容易讓人聯想到「時間」的挑戰與摧殘，同時也能意指人感情的脆

                                                        
35 篇幅較長，見附錄一。 

36 美國歷史學家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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