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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樹的根，是一種生命力的源頭；樹的枝幹，象徵開展與綿延。從蠻荒到文明，林木與人類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選擇「筆

．木．姿．色」為主題的創作，是基於對大自然的珍視及熱愛，冀盼藉由作品傳達對環境的關切。源自西方歷代建築、雕

刻、繪畫等藝術遺產中，以林木為主題的創作啟發，進而追探藝術家所處時代及生平、奮鬥創作的過程，激起追隨學習的

意志。集合能量、交織思想與感情的創作歷程，得以破除舊的思想界線，提供正向積極的可能性，帶來產出的豐足。同時

藉著快門捕捉意象，運用多景穿疊建構畫面，採用隱喻與象徵的手法創作林木與景物共融、人樹對話的作品。 觀察自然，

藉創作開啟對自然永續平衡的關切，經驗與悸動為我植入一扇心窗。

關鍵詞 : 林木、自然、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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