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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形與影存在著一種若即若離的主僕關係，擺盪於幻境與真實之

間，形體與影子誰才是主角，形成一個互為文本的詮釋。而這影子就

像是對自我的投射對象，從這既熟悉又陌生的灰色情境中探索深層意

識的多重解釋。因而，作品所複製的影子並不依賴實體，而是以另一

種方式強調出自己的地位，反轉影子的角色，將影子的傳統觀念重新

詮釋，透過影子的變形複製，貼近自我心靈，軟化自己的感知，進而

紓解雜亂的思緒與心理狀況。 

本論文以「顧影自憐」、「得影忘形」、「造影弄人」的三個創作階

段為時間軸，並透過精神分析學及現象學的歸納，探討以影子作為題

材的創作歷程，挖掘出自我心理最深層的部份，將創作動機／人格特

質／作品呈現三者間，與外界環境發生的衝擊、感受、壓抑及掩飾，

透過作品呈現。在我的作品中的影子，不是一種重複，也不再是配合

物體的形體而依附的形式；當它在表現物象時，其本身就可將自己獨

立出來，顯現出它獨特的性質，承載著我所給予的附加意義。 

從2000到2004年間的「顧影自憐」這個時期，我開始嘗試以影

子這個符號去反映個人內在經驗或現實世界感受的灰色地帶，同時也

呈現個人思想或感情現實的態度。在第二階段「得影忘形」中，我體

會到影子並不只是去複製實體的外在現象，而是透過不斷的重複與反

轉，使作品產生另一種不同於以往的視覺經驗，得到了另一種意涵，

而這就是生命的活力。最後在「造影弄人」的階段，嘗試利用現成物

及肌理的變化，使膠彩的呈現有更大的可能性；儘管作品中的影子與

自然形成的陰影，兩者間的特質可能呈現出矛盾的狀態，而此種衝突

卻正好突顯出自我疏離後的掙扎感。此時創作成了一種情緒轉換、一

種渲洩，也是一種心靈自我延伸；創作回歸到最原始的生命經驗、記

憶，並且讓自己從既有的創作思考模式中脫軌而出，進而朝向多元形

式、多源內容發展。 

個人創作的主體與影子、影子與潛意識所相互衍生出的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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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多」的解讀，而此種解讀也將再次返回到創作者的心理世界，

創作者不僅創造個人情感的模仿物，也在模仿物中發現自身。所有外

在的形式都是建立在內在基本需要上，如同是我的影子就是我個人心

理的回應，當創造發生時，身體、思考、精神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

對於某些概念則會慢慢溶解，產生新的邏輯。對創作者而言，藝術的

行為必然會啟發和反映出生活的真實性，它超越主客體的東西，而進

入了真實存在。經由不斷的交織與互動，我逐漸勾勒出形與影的概

念，同時藉由這個概念的發生／延伸，慢慢的在作品中發現另一個自

己，作者亦同時藉由作品而得以再一次重生。 

創作之於我，就如同不斷的轉換、拓展自己的意識為自己尋求及

創造獨特目的的作品。此時，藝術創作不單是在表現技巧上的高超與

突破，更重要的是自我生命境界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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