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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flowers and explores historic changes of floral paintings. By examining the past, the researcher expects to

learn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artists and then develop a realistic, detailed and symbolic style of painting. The thesis is entitled

Flower Meaning and Flower Painting – Exploring a Series of Floral Paintings. “Flower meaning” examines theories of floral

paintings. “Flower painting” presents and interprets the researcher’s personal creation of floral paintings, composed of three

series – seasonal flowers, dialogues with flowers, and flowers in vases.

First of all, the thesis introduces the motivation, purposes, scope and methods of the research. Then, the research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floral paintings and Chinese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s, and makes references to works of traditional artists.

After that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research. It mainly discusses worship of nature and the realistic and detailed style of

drawing plants. The researcher obtains inspiration from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nature, and provides some exampl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aintings to illustrate the creation style.

Next, the researcher explains her own creation beliefs and ways to practice them. The 34 pieces of paintings, which fall into three

series, are briefly introduced and interpreted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er’s prospect of future creation i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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