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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創作論述以「花漾─生命的漣漪」為研究主題，乃基於個 人內心對花如癡般的喜愛。旨在探討美的意涵、透過藝術創作

， 傳達美的體驗與悸動、追求創作形式及媒材運用的提升與突破。 筆者以「花」為出發點、連結「女人」之美，進而延

伸涵括 生命中諸般美的事物與感動，透過藝術創作學理的探究、繪畫技 巧的運用、多元複合媒材的構築，力求忠實傳達

對生命中美好事 物的感受，並體現個人內心探索與深層省思之觀照。所發表的三 十件作品以「花漾」、「女人- 花」及「

生命的漣漪」三個系列 分作呈現，冀望在轉化內心意象為外在圖象的過程中，有層次性 的傳遞個人生活經驗、心靈探索

及省思蛻變的訊息點滴與脈絡。 綜合學理探究與創作的歷程，獲致繪畫技巧的提升，更加深 筆者對生命之美的感動，為

日後創作開展出新的方向。期盼透過 創作榮耀生命之美，藉由藝術探尋生命的意義，與觀賞者共同激 起「生命就該如花

般燦爛」之悸動。

關鍵詞 : 花漾、漣漪、複合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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