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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創作論述《花顏．花語》主要以花卉為主題，筆者藉由大自然的花朵中獲得創作靈感，由視覺所見的各種花卉姿態做為

切入點，以半具象、半抽象之心靈意象的平面繪畫做為創作的形式，再結合藝術理論與美感經驗，筆者透過手心的溫度傳

達，藉由畫筆的形塑及心靈的詮釋將作品做完整呈現。 第一章為緒論，將本研究創作的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做概略性

說明，並為「花語」釋義。 第二章為創作之學理基礎就造形藝術與美學理論之影響論述，立體派西方畫家在創作表現之形

式及技巧之運用與啟發。 第三章創作形式之分析，花卉與花語的寓意，闡述花卉及花語特徵、特色及其在生活中的象徵含

義。 第四章為作品賞析分享個人創作過程的心境。 第五章結論為對此次研究的作品作論述及對個人未來創作的期許。

關鍵詞 : 花語、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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