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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界是人類之外一個奇妙生命體系，看似沉靜無語，卻有滔滔不絕的故事、心情小語，外型與內在宛如真實人間，有美

與醜也有生、老、病、死；它們悄然地等著有心人來分享生命的樂章因為特有的性質，而成為筆者鍾愛創作的體裁。 對植

物愈了解愈難掩藏內在的情感，所以，尋覓一種獨特性、內容形式廣泛的裝飾繪畫，能歌頌、讚美植物的面面觀。裝飾繪

畫簡言之為裝飾與繪畫的結合，具備繪畫獨特的表現手法與審美觀，因受到青睞，在藝術史上不少藝術家以此呈現風格。

筆者因學習傢飾裝飾彩繪數年，因此想藉此進一步研究裝飾與繪畫之間 的關係，收集相關的文獻資料加以探討、分析，從

中擷取元素， 結合兩者相異相融微妙的趣味性，轉化個人的藝術語言。 創作作品分五大系列：一、有跡可循，二、靜謐

系列，三、歌頌系列，四、裝飾系列，五、昇之系列，是依據時間的轉變，對植物的觸動深淺程度不同，有感而發的呈現

。筆跡雖拙，卻是內在真情的流露，每一幅畫，走的痕跡皆深深烙印著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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