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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花卉為主題，探究花卉畫歷史之演變，藉著對花卉畫之探究，吸取前人繪畫之精華，作為創作之基石，以具象寫

實而帶有特殊意境之方式來呈現。本論文主題是「花話�花畫─花卉創作系列研究」，「花話」部分，即思想理論的研究

；「花畫」部分，即自我創作作品的賞析，以「花卉四季」、「花卉的對話」、「瓶花物語」三個系列來創作。

論文首先敘述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研究的範圍與方法。並就西方花卉畫及中國花鳥畫的發展作ㄧ探討，以中西方花卉畫

家的畫作及理論，作為創作的參考借鏡。其次是本次創作的學理基礎依據，為崇尚自然的思想及中西精密描繪植物的寫實

風格，從中西文人崇尚自然的觀點中得到感悟，並從中西花卉畫中找出以精密寫實、追求自然風格之作品加以說明，運用

此概念，注入作品中，達到物我合一的境界。

最後說明創作的理念與實踐的方式，以三個系列作品三十四件做簡要的介紹，及自己對未來創作之路的期許。

關鍵詞 : 花卉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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