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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東方哲學思想裡，萬物皆有靈性思維中，可以在臺灣各地發現，土地廟旁都有樹神存在，土地公公和樹神相伴著，民眾

虔誠的模拜土地公公與樹神，說明樹木已神格化。人們深信土地公公和樹神，會守護生命財產的安全，保護家園每天每秒

與我們相融一起。再則臺灣各地，只要百年以上的老樹，都會繫上紅帶以表特徵，人們也會燒香模拜。證明樹木有著靈氣

，因此，人們的心中樹靈早就存在。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文明科技帶來方便，也帶來了對自然的傷害，大自然中的樹林慢

慢不見，綠地變少了。人與自然的競爭，相隨著人與人之間的競賽，在沒有片刻的停歇中，已改變原本價值觀的定義。 生

命緣起緣滅本應自然，人生的際遇不管平順或坎坷，面對種種事物都自然以對。現今資訊爆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繁密錯雜

卻似疏離，每個人都將時間投入電腦，過著另一種生命的哲學。 筆者思考環境發生各種現象，面對自我沈思為中心，企圖

以自然界的樹木，作為水墨創作表達的主軸，以樹靈為創作核心，對當下時代、環境及個人內在情緒波動，由心靈底層呈

現圖象。 關鍵字：生命、水墨、樹靈、心靈

關鍵詞 : 生命、水墨、樹靈、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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