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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paper is based on my appreciation of the magnificence from the music and nature sounds. This life experience

emotively touches my spirit to have the consonance with it; gradually, I became eager to chase the impression through imaginative

visual art. By way of using oil painting, my demand of aestheticism is fulfilled. In the research paper, I divide it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contains the purpose and goal of this research, and the compositional theory basis;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notion of composition and the technique of motif, and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final

part ends with the conclusion and the perspective.The research focus on the series of works created by “Nature Sounds and Image

” from 2006 to 2008. Through the execution of composition and the support of theory analysis, I try to explore the genuine

performance of mind by the sounds of nature—sounds of rainfall, defoliation, wind, waves, and chirps of insects and birds; the

concert image—the solo of violin, cello, French horn, clarinet, and flute, opera, dance, and the ensemble of the orchestra etc; in

addition, the music portrait which depicts the theme of “Nature Sounds and Image” paintings. Moreover, through the

clarif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osition, I also speculate the possibility of its extende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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