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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長久以來人們沒有覺察到生態的重要性，對自然進行過度的干預和設計，以滿足人類的需求。終於二十世紀末葉已有

許多生態學者提出呼籲，尊重環境倫理，保障萬物生存權，以促進地球永續經營。也有許多生態藝術家投入生態藝術創作

，他們慈悲、博愛的宣導環境關懷理念，使藝術不只為藝術而藝術，更為保護地球而藝術。 本研究探討生態藝術的美學觀

點，蒐集當代生態藝術創作文獻，並且以廢品雕塑和綠色繪畫兩個創作系列輕叩生態藝術之門。廢品雕塑是廢棄物再創作

的再生藝術觀念，其創意理念直接指向環境議題。創作者根據各種垃圾的形態結構、材料肌理和視覺語言借題發揮，以觸

發觀者對廢棄物有較另類的觀點；植物是地球上重要的生產者，它提供食物、庇蔭、氧氣和能量，因此筆者企圖通過藝術

為植物請命，以綠色繪畫將生態良知圖像化，與畫中生植共呼吸，以創作實踐對於自然生態的愛護。 綠色囈語表達對健康

生活的渴望，那是一股反省、實踐的能量，來自大自然可靠、溫暖的力量；綠色在人們心中引起理性的安全感，也是大自

然起的微妙的效用。期望能以綠色囈語拋磚引玉，凝聚更多人的環境意識，一起為地球的永續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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