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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創作研究以「花蘊」作為主題，目的乃透過一系列花卉創作來具體形化生命的完整歷程，從嬌羞含苞、極致綻放到孤零

凋落等過程，都在在象徵著強烈的生命張力。 自然萬象中，一直反映人世間事物的無常與變化，唯有真實的面對，方能真

正體驗生命的意義，更進而瞭解生命的價值。基於這樣的理念，期許自我透過創作來探索內心深層的奧秘，再藉由花卉的

生長型態來展現內化的結果。 題論述主要分成四部分，第一部份為蒐集中西方女性藝術家在花卉表現之形式及技巧之運用

，以明白相關花卉的創作模式與方向，進而充實自我創作作品的形式與內容；第二部分乃透過文學、宗教中相關荷花的闡

述，來瞭解荷花在人類文明中的意義及象徵意涵，並蒐集相關荷花繪畫，做為「借古開今」之依據；第三部分則是重新釐

清、思考個人的創作理念，並進而探討創作媒材，瞭解創作過程所面對的挑戰課題。最後，第四部分是對自我創作做一個

詳細的解析，期許統整出自我的創作風格與品味，並開創個人的獨特繪畫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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