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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者平日酷愛大自然，經常穿梭於草木花樹之間，享受蒔花弄草之樂。過程中，就像看見了生命與生命的對應與互動。

不論埋在土裡的根、變化多端的葉、內斂含蓄的花苞、綻放盛開的花朵、或是結實累累的果實和象徵希望的種子，蘊含不

同的色相氣味，與我建立了真誠和諧的關係。培育植物的同時，也滋潤了自己，並藉此獲得堅持不懈的力量。本創作研究

以「花之腹語」作為主題，透過一系列花卉植物創作來傳達筆者內心深處的思維、情感與生命力。 　　本創作論述共分為

五個章節。第一章「緒論」：說明作者熱愛蒔花草木，經歷了培育的幸福過程。第二章「花卉植物涵義探究」：從植物的

生態特質及西洋神話與中國的詩詞，體驗花卉植物的感性與內涵。第三章「花卉繪畫流派與表現風格」：研究西方與東方

花卉繪畫藝術的表現風格，作為立論與創作的基礎。第四章「『花之腹語』創作理念及實踐」：針對個人繪畫作品之創作

理念與形式內容，提出具體的剖析。第五章「結論」：將創作研究的心得與展望加以歸納整理。本次創作共完成二十五件

作品，並將這些作品分為三個系列。一、花意傳情系列：透過自然美之景緻與詩詞的陶染，進行畫中有詩的創作。二、花

香妙語系列：乃是作者個人發自內心的話語，經由形象化後，呈現於作品中。三、花團錦簇系列：透過忠實的描繪花卉植

物，回應大自然恩賜於大地之美。希望本創作研究能帶給觀賞者新視野，並期許愛好者的共鳴。

關鍵詞 : 花;腹語;藝術;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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