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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cquer is a kind of traditional material, and the lacquer of art is a new way to express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innovative and

tradition of art is dense and integral.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lacquer skills and created by traditional material of

lacquer. In order to present modern thinking, I tried to integrate the tradition of lacquer skills and the abstract concept of western

art. And I tried to present a new technique of expression. Thi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One: To use traditional material of lacquer to

create modern lacquer painting and display the thinking of modern. It has to combine aesthetic conceptions with aesthetic

conceptions. It can be freedom discussion in painting form and languag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rade which is lacquered the skill

product and additional value, I shorten the distance in the created with freedom and the spirit of fine art. I especially focus on

combine' the lacquer painting' and the skill with' the sculpture'. Two: To create actually.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skills and

techniques of “lacquer” its variety and enriching. Combining several kinds of skills of lacquer, trying to create lacquer work which

full of spirits and modernism.We can see modern thinking and personal style in the lacquer ware. I especially expect people can be

notice and focus on the art of lacquer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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