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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具有奇妙能量的人格特質⋯⋯

創造力與人格特質相關，這是多數學者所同

意的，創造力人格特質的具體描述眾說紛紜，但大

致上可看出相似面向：國內創造力研究學者毛連塭

（2000） 從動機心理學層面說明創造性人格特質為

「當需求的動機無法獲得滿足時，有積極尋求滿足

的勇氣。」陳龍安（2006）整理國內外學者對創造

力相關之人格特質，歸納出：「創造性思考在運作

過程中，常需突破規戒，超越習慣，以求新求變，

冒險探究的精神、去構思觀念或解決問題，其行為

表現出冒險心、挑戰心、好奇心、想像心等情意的

特質。」也因為這樣的情意特質，高創造力人格傾

向的人具有奇妙的能量，較一般人更容易冒險、更

願意接受未知與曖昧不明的狀況。

創造力一直都是各類藝術天賦中的重要成分，

當創造力的人格特質已隨眾多研究整理而逐漸輪廓

清晰，而創造力在這個創意世代又越顯重要，筆者

認為如能針對具有高創造力人格傾向，且正在台灣

社會體制中奮戰的在地年輕藝術創作者加以瞭解，

探尋其創造力人格與專業藝術才能交互影響的生命

歷程，可更實質提供青年學子們以藝術創作為志業

圖1　球球與自創廠牌商品（作者攝於2008/6/15） 
圖2　A Chord 於台北The Wall（作者攝於2008/4/20）

的經驗參考，也更能從中省思我們的藝術教育能為

創造力培育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筆者長期觀察兩位具有創造力人格傾向之七年

級藝術創作者：視覺藝術創作者球球及流行音樂藝

術創作者A Chord，確定其為研究對象後，與他們個

別進行二至三次的深度訪談。

球球是台灣美術資優教育體制下成長的孩子，

一路從高中美術資優班讀到師範大學美術系，擅長

創意圖文畫的繪製。在大三那年，她嘗試在夜市賣

起自製的手工布製商品，沒想到生意熱絡，越賣越

有心得，同時她的插畫刊登在網路上，也非常受到

歡迎，開始接受多期創意插畫雜誌的作品邀稿。畢

業後，幾經思量她選擇放棄教師資格，專心製作更

多自己的手工作品，並在今年三月進駐百貨公司正

式櫃位。

音樂創作者A Chord，在國中三年級開始自己寫

歌創作，在十五歲時組起地下樂團到處走唱。十六

歲那年拿下電視選秀獎第一名，換得唱片合約，也

從此自鄉下小鎮到台北定居展開演藝事業的追求。

在演藝圈摸索了四年，歷經唱片解約、樂團解散、

重新簽約等磨練，他在今年以無媒體廣告，完全自

發宣傳的方式完成了他北中南巡迴百人演唱會的心

願。

McAdmas（1944，根據Duane Schultz, Sydney 

Ellen Schultz〔2004〕所整理）將影響人格發展的因

素分為三個層面：性格養成、個人關心之事、生命

中的故事，本文參考此觀點，將訪談重點分為家庭

教育環境、學校教育機會、專業領域之創作活動、

生命重要經驗等四議題，觀察受訪者創造力人格在

生命歷程中的形成，以及對其創作行為、人生觀的

影響。

不要給自己退路，拼著去闖闖看 — 球球

球球的家庭環境 —「我20歲的時候生日願望是：希

望十年以後能有一個不用再搬的家，我要蓋自己的

房子。」

由於父母的工作不固定，球球一共搬了十三次

家，居住最久的地方是大學租屋處。變動，影響了

她的生命觀：「我覺得自己個性、思想上也習慣變

動了。當生活太過穩定我反而不習慣⋯⋯，我也發

現其實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動本身，這在我的創作過

程中成為改變自己的動力。」變動的環境成為球球

勇於接受改變的能量，也養成她創作上更有積極、

敏銳的觀察力。

球球和父母親之間溝通是緊密的：「我常和爸

媽聊天，我們的對談像朋友一樣，而在重要事情的

抉擇方面，例如像最近決定放棄教師資格，他們不

像一般父母制止我，卻會想知道我現在的想法是什

麼，一起分析，最後仍是我自己作決定。」父母親

開放的教養以及支持的態度，讓球球很早養成獨立

思考的習慣，也學習對自己的決定負責。

球球談受教育經驗 — 「那段學習經驗讓我發現畫畫

是一個人用來感受、表達自我的方式⋯⋯」

球球的美術才能在國小階段就已被發現，她的

色感、造型觀察能力都非常好，然而多次得獎的經

歷並沒有讓她對繪畫真正熱愛，對她而言感覺只是

「學校用來得獎的工具」。直到高年級時在校外學

畫，球球遇到一位改變她繪畫觀念的老師，這位老

師不像以往的老師重視技法統一的目標，反之他善

於觀察每個學生不同的繪畫特色，並鼓勵每個人保

有自己的風格。球球因而體會到藝術的獨創性很重

要：「那段學習經驗讓我發現畫畫是一個人用來感

受、表達自我的方式，我真的對繪畫產生熱情，也

只想往這條路走！」

從小就喜歡塗鴉，並配合文字創作，高三時，

球球已累積了多本圖文並茂、記錄生活心緒的插畫

創作集。其中兩大本從不間斷的繪畫日誌使她順利

獲得了大學美術系的甄選入學機會。這種以生活為

題材的創意插畫從高中時期一直持續到大學，她許

多創作靈感都源於這些視覺日誌。

大學的水墨老師重視學生對於藝術本質的探

知，讓球球對藝術創作有更深一層的體悟：「這個

老師讓我明白，創作首要事是沉澱思緒，過濾其中

不必要的雜質，才能做出純粹的作品。⋯⋯雖然學

習『尋找』的過程中會因我太年輕、經驗不夠而迷

失，但只要方法和態度是清楚的，那追尋的過程就

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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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球球  視覺日誌  簽字筆  2002  
20x26cm

圖4  球球  視覺日誌  簽字筆  2002  
20x2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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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比較插畫作品與實用商品設計風格，兩者最

大不同在於球球的實體商品設計理念很實際：「我

的顧客對象是一般大眾，所以我一開始販賣的商品

形式捨棄了一些原創性，反而是很實用、普通的；

但在色彩與造形設計力求變化，展現自己的美感與

創意。所以說我的形式雖是平易近人的，但內容絕

對充滿獨創性，這樣品牌內容才能既與眾不同又平

易近人！」

目前球球的商品形式以女孩日常用品如錢包、

各種布袋、化妝包、髮束、項鍊等為主，她的品牌

文宣：「Am’elie取自法文的女孩名愛蜜麗，代表著

甜美、迷人、充滿好奇心的女孩。Am’elie為這樣

的女孩們設計專屬於她們的純手工飾品及純手工包

包。」球球強調品牌的精神性很重要：「我銷售的

不是只有商品的美感或功能，更必須藉由視覺的印

象與品牌文宣結合，讓客人達到情感上對品牌的認

同。」  

球球的生命重要經驗與自我期許 —「現實是用來支

撐夢想的，不是用來對抗夢想的，它們可以是好朋

友，不是敵人！」

憑藉在大學時代提早的社會經驗，球球累積

了較同輩更多的人脈與經濟資本，面對未來也更堅

定。其實從事教職曾經是球球的就業考量之一，她

球球對創作特色的描述 — 「靈感來源來自身邊的

人、事、物和潛意識中對這個世界的感受。」

球球的插畫富有超現實趣味性及對生活細節

的幽默體察：在創作動機方面，任何有靈感的時候

都可以創作，球球說：「我的靈感來自身邊的人、

事、物和潛意識中對這個世界的感受。」「很開心

的時候我想畫出自己有多麼開心；想靜下來的時

候，畫畫可以讓我沉澱思緒，讓自己變成一種放空

的狀態。」繪畫已變成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即使現

在忙碌於經營商品，但精彩的插畫作品仍持續在時

間的小空隙中冒出來！

除了插畫，個人創意商品的開發，也是球球

重要的創作部分。她將自己的插畫風格融合於實

用物件中，商品並附有個人商標視覺識別系統，除

了定點販賣，她也會在部落格及個人網站上展示自

己的商品和插畫作品，球球認為：「網路是現代視

覺藝術工作者非常重要的作品展傳播媒介！」透過

網路的傳播，她連續接到《創意市集》、《插畫市

集》、《看達人玩創意》、《手工瘋雜貨》⋯⋯ 等

創意雜誌刊物的邀稿，加上她參與了近兩年的創意

市集活動，大量的曝光使她收到許多商家寄賣的邀

請，因此她不擔心物品沒有地方賣，反倒是在眾多

商家中如何選擇適合自己作品陳列的地點，確保作

品能在適合的氛圍中呈現，才是要詳細考慮的。

在大學期間也有許多美術教育兼職的成功經驗，但

在最後階段她卻毅然決定終止教育實習，放棄了領

取教師證的資格。談到這段歷程，她認為：面對師

資飽和狀況，許多同學對教育實習的態度是多少留

一張證照以備不時之需，也利用這半年想清楚自己

未來的其他走向，但對於已清楚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樣的人而言，應該要斬斷退路以催促自己更努力：

「我有別條路可以選擇，既然已經知道了，想把握

時機，不要給自己退路，拼著去闖闖看！」

因為沒有固定的居所，鋪貨時又要全台各處

跑，瘦小的她時常提著一大箱商品趕車、趕市集。

不穩定的經濟收入以及生活對初出社會的球球而言

當然也帶來壓力，此時她選擇坦然面對壓力，放慢

步調：「有困難時就不要求快，想清楚自己要做的

是什麼，一步一步做，但求穩。我知道這是個過渡

期，事情只要堅持總會有方法，這樣想，再大的困

難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在回顧生活經驗時，球球對自己下了這番註

解：「現實是用來支撐夢想的，不是用來對抗夢想

的，它們可以是好朋友，不是敵人！」正是這種幽

默的正向思想鼓舞著她，使她有勇氣選擇具挑戰性

的未來，這就是創造性格的展現。

圖15　球球　插畫項鍊　2007

圖5　 球球　肥渣人插畫系列　2006　紙板、簽
字筆、壓克力　11X13cm

圖6　 球球　肥渣人插畫系列　2006　紙板、簽字
筆、壓克力　11X13cm

圖7　 球球　肥渣人插畫系列　2006　紙板、簽字
筆、壓克力　11X13cm

圖9　 球球　偽裝成動物的人　2008　
電腦繪圖

圖10　球球　小露香肩　2007　電腦繪圖圖8  球球　我不想去看牙醫　2007　
電腦繪圖

圖17　 球球　Am’elie　品牌商標  
2006　電腦繪圖

圖13　球球的部落格相簿　（下載於2008/5/10）圖11　 球球　旺　2007
電腦繪圖

圖12　球球於創意市集販賣作品 
          （作者攝於2008）

圖14　 球球　手工布製商品 
2007

圖16　 球球　手工商品陳
列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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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做迷途羔羊　我做自己的牧羊人 — 
A Chord

A Chord的家庭環境 —「我爺爺是一位音樂家。」
A Chord來自南投小鎮—埔里，他的童年與祖

父母住在一起。爺爺是引起他音樂興趣的起點：

「我爺爺是一位音樂家，我的中文名『和弦』就是

他取的。小時候我很崇拜爺爺彈吉他的樣子，我想

也是因為如此，從我懂事以來，就很喜歡音樂。」

父親則在國中之後對他的音樂之路有重要的支持：

「我在國三到高中的時候忽然對搖滾音樂產生極

大的興趣，也夢想組地下樂團。老爸沒有反對，甚

至為我添購樂器，在鎮上，許多玩搖滾音樂的人

因為家人反對所以不得不放棄，我的老爸沒有這麼

對我，他只要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且對自己負

責，所以我才能從十幾歲就這麼囂張⋯。」 

16歲時參加電視歌唱比賽而獲得了唱片合

約，離開老家到台北追求音樂之夢。在最叛逆的青

春期，A Chord感受到祖父母的關愛以及父親支持

的態度，這是使他能持續熱衷於追求音樂理想，沒

有迷失在城市的花花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

A Chord的創作自述： 

玩音樂的小孩不會變壞　只是都是窮光蛋

但我們不做迷途羔羊　我們做牧羊人　我們靠音樂

找到人生的方向

A Chord對自己的創作特色描述 —「不能停止在

毫無改變的狀態中，甚至是一點小改變也可以。」

要成為一位站在舞台上成功的音樂人，需要

好音樂也需要舞台魅力， A Chord對自己的經營可

以分為音樂創作與個人形象來探討：

音樂創作方面，A Chord認為孤獨的時刻才容

易靜下來思考與創作，而受挫的時候通常也是創作

動機最多的時候：「太過幸福安逸反而會是創作的

墳墓。」關於創作的習慣，他覺得靈感常一閃而

逝，想到就要趕快寫：「要讓創作紀錄變成一種

習慣、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件大事，靈感就會

在很多細微之處顯現。」對於自己的音樂特色，A 

Chord說：「我的音樂來自生活的體悟，努力把自

己情感上最真的一面拿出來。」A Chord的創作大

都跟感情最有關，無論是親情、友情或愛情：「也

許也是年紀的關係吧！」他覺得最重要就是要寫

「自己」：「我現在最在乎這個，寫起來就會是最

真摯的。」另外A Chord喜歡聽身邊的人說故事，

並從中找到靈感：「做音樂有時也像在當演員，說

別人的故事就像演員用自己的方法去揣摩、扮演角

色，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就是一場精彩的演出！」

談到對創作的熱情，他覺得最主要來自體內

對音樂創作的渴望，不過他人的肯定也非常重要：

「以前做音樂覺得自己聽得懂就好，但現在發現，

藉音樂抒發自我固然很爽，但能從自己出發而感動

到別人是更重要的事，如果可以跟更多人有共鳴，

會更有動力做下去。」  

個人形象呈現方面，A Chord知道在流行音樂

界想要擁有自己的舞台，除了創作的實力，還要有

舞台魅力以及適當的包裝，所以除了音樂，他也擅

長研究各種流行資訊，用最節省的方式做出具有個

人風格的上台造型。在玩樂團時，所有團員獨創性

且流行的創意造型都是由他打工、存錢，一手塑造

出來，說他是團長、造型師真不為過。A Chord用

部落格與他的樂迷們進行交流互動，但他的部落格

不只是一般音樂分享或心情呢喃，他嘗試以主題結

合這音樂、影像、文字創作進行編修，每一篇文章

充滿音樂性，也都視覺性十足，因此A Chord的部

落格每日數千人瀏覽、轉貼，每當有訊息發布，總

是很快達到宣傳效果。

同時身為音樂創作人、站在舞台上的藝人，

A Chord認為無論哪一方面都必須有不斷創新的表

現：「 告訴自己要一直進化、一直進化，無論是

內涵或創作。我常檢視自己的狀態，現在跟兩個月

前的自己有沒有不同？有時候一點點小改變就可

以，創作人的心必須是敏感的，比如只是把房間整

理一遍，都會讓我整個心境不一樣！」

A Chord談教育經驗 —「不同的是我找到一件真

正想做的事，沒有放棄自己，而他們沒有。」

對教育經驗的回顧，A Chord提到了他的國中

生活：「國三的時候，有升學壓力，書讀得不好

常被老師罵，於是想從音樂中發洩。第一首創作

的音樂『牧羊人』就是在當時的壓力下所產生的作

品。」「老師看著成績單告訴我：『你國中畢業後

只能賣檳榔！』我不服氣為什麼成績不好就沒有未

來夢想可言？我告訴自己有一天要讓他刮目相看，

所以我一直堅持。」

「不過感嘆的是，回到家鄉看到以前一起混

的同學，真的就和國中時一樣，沒有任何改變，我

想⋯⋯不同的是我找到了一件真正想做的事，沒因

此放棄自己，而他們沒有。」學校沉重的升學壓力

並沒使A Chord自暴自棄或歸順於呆板的教科書內

容，反而成為他創作的靈感來源，他將這些壓力變

成對音樂創作堅持、精進的動力。這種正向轉化以

解決困境的思考方式正是創造力人格的發揮。

圖18　A Chord於台北The wall演唱實況（A Chord提供）

圖19　A Chord於台北The wall演唱實況（A Chord提供） 圖20　A Chord於台北The wall演唱實況（作者攝於2008/4/20）

圖21　 A Chord歌迷的
信件（A Chord
提供）

「牧羊人」歌詞

牧羊人 詞曲：謝和弦  編曲：海平面

煩躁的灰塵　跑到我的頭頂上嬉戲　白頭髮多了一些　是因為草多吃了一些 

大太陽　藍色的海邊　會不會　只有我最熱忱　站在沙灘前面 

怎麼才存夠了一些錢　過沒多久　又已經消失不見　誰的臉 

呼吸著令人窒息的空氣　是壓力　還是　懶惰的情緒 

*你說你　只是想當個牧羊人　在綠色的原野上　無止盡的奔跑

單純在四月　唱著生日快樂歌　

我說我只想快樂　你帶著羊群　要去向哪裡呢

我不笨　所以我有話要講　講真話　從來就不講廢話　荒唐 

這世界還有多少個　牧羊人　是不是也跟我一樣　一樣的個性 

是不是也跟我一樣　一樣的人格　一樣的想法　（一樣的看法） 



圖22　 A Chord自拍照（A Chord提供）

圖23　 A Chord的網誌（擷
取於200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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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才能與創造力人格

球球與A Chord創作根源與藝術表現後會發

現，他們在創作理念上的相同點：

創作動機方面，他們都強調必須來自真實的

生活感受，無論是好的壞的，透過思考轉化都能成

為精彩的作品。再者他們都認為感受世界必須是沉

澱下來才能進行創作。在靈感來源上，皆主張應以

生活經驗之共通性刺激、同理觀者，但也要在其中

透露自己不同的傑出觀點。

在自我宣傳行銷方式上，特別的是他們都喜

歡透過網誌經營的方式密集的分享、宣傳自己的人

格特色，塑造自己的「精神形象」，而能夠受到認

同進而擁有更多曝光、行銷的機會。這也看出網路

是當代藝術工作者爭取機會時不可忽視也最容易展

現自我的工具之一，而如何進行視覺創意管理，以

獲得更多的收視效應，也是值得探究的。

創造性格生命經驗的抉擇朝向正面與積極

也許經歷的環境不同，而相同的是兩位年輕

藝術創業者都具有將逆境正向思考的能力，並且擅

長利用自己的創意思考將現實生活之處境轉化為正

向的協助自己抉擇，甚至化作創作的靈感與動力。

未來的生命將來會如何？似乎仍是挑戰重重，但

她們都沒有後悔，寧願冒險也不願有遺憾，並將

幽默、積極的思考方式變成自己在藝術領域中的優

勢，這正是藝術才能加上創造力人格所開創出的強

因為還年輕，其經歷尚不能算是各領域中成功的

「典範」，但即使現實環境仍挑戰重重，他們對未

來卻有自己的堅持與想法，處事態度也是積極而理

性的，無論未來將如何變化，這種善於接受改變、

樂於成長與反思的創造性人格就是他們最優勢的競

爭能力。

創造性人格透過外在環境、教養、經驗形

成，因此在成長過程中藝術的創造才能與創造性人

格將互相影響，這提醒我們：在教養方面，無論現

實環境如何，讓孩子了解現實世界與支持其創意夢

想同等重要；在藝術才能培養方面，相較於技能、

知識之訓練，培養一個「勇」於「感」受的孩子，

讓他們擁有更寬廣的思考空間，對當今的藝術教育

而言，將會是更重要的使命。

■參考資源

毛連塭等（2000）：創造力研究。台北：心理出版社。
Duane Schultz, Sydney Ellen Schultz：人格理論（車先蕙等譯，

2004）。台北：揚智文化。
陳龍安（2006）：創造思考教學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心理出版
社。

Amelie Studio：http://www.wretch.cc/album/emily74911（下載於
2008/5/10）

Emily的相簿：http://www.wretch.cc/album/emily74911（下載於
2008/5/10）

謝和弦不過是個Chord：http://www.wretch.cc/blog/chord76415
（下載於2008/5/23）

創造力人格與藝術才能之交互作用分析

鼓勵與支持的家庭環境有助於創造性人格發展

球球的家庭外在環境長期變動，A Chord則在

青少年期即離家獨自居住，不同層次的變動的環境

對都影響其格性上的獨立性，在言談中都可以感受

他們都懷抱理想，面對現實也都務實、積極。非常

相同的是與教養人間親密的信賴感，可以推論因為

與教養人的親密互動以及自主的教養方式，使他們

的藝術創造力得到發揮與支持。

教育機會對創造性人格的影響有好有壞

在教育機會方面，提及印象深刻的教育經驗

時，他們都提及對於創作觀念或生命態度造成影響

之經驗。例如球球對於視覺藝術的深刻受教經驗

中，鼓勵發展自我風格、調個人感受的藝術指導方

式對她的藝術表現方式與創造力性格就具有正向的

影響。而A Chord的描述則呈現負面的教育經驗對

具有創造力人的人而言，仍可藉由正向思考進行轉

化，但對於性向未明的學生也極有可能造成消極的

定解散： 我們玩這麼久 沒有遺憾了 該長大

了！」不過即便解散，今年A Chord報名入圍台灣

搖滾音樂界中的盛事「野台開唱」，這些分散各

地、各有工作的團員，在他的號召下還是義無反顧

的聚首登台了，這些團員對A Chord說：「剩下的

夢想由你替我們繼續完成，有一天，大家更有能力

的時候，我們還會回來！」肩負著團員們的夢想，

也讓他更有勇氣與鬥志在音樂中努力。

在沒有舞台可表演的時候，A Chord兼職各種

工作：餐廳駐唱、吉他教學甚至餐廳服務生，一面

賺錢也一面學習待人處世的方式：「藉由工作可以

學習觀察別人，也可以讓自己更快速成長，我知道

準備好了才會有機會。」工作之餘他喜歡和人聊

天，特別是有成就的音樂前輩： 「我把握任何與

前輩聊天的機會，許多前輩走過歲月學得的經歷都

非常值得成為自己的養分，也會教我看見許多以前

沒想到的東西。」

即使如此年輕就在演藝圈中發展，但A Chord

卻沒有被五光十色所迷惑：「我知道自己是從哪裡

來的，也知道自己最想做的事，所以會影響我這個

理想實現的事，我就會避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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