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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er is very fond of the nature. Get used to stay with the flowers and the plants. Finding pleasure in it! No matter the root

buried under the soil, the leaf changing in many ways, the bud showing up by implication, the fruits thriving a lot or the seed

symbolizing hope all set up the sincere harmonious relations with me. By the way to cultivate plants, I not only nourish myself but

also carry off the relentless migh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ubject “Whispering of the flowers”. Through a series of these works, the

author communicates the thoughts, the emotions as well as the vitality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is creation altogether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1. Introduction: Explaining the process that author cultivates the plants and enjoyed all the fun. 2.

Research the meaning of flowers and plants: From the plants’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stern myth and China’s poetry to

experience the emotions and connotations of the flowers and plants. 3. The drawing sects and the performance styles: To make a

study of the drawing performance styles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then making that into the foundation of this creation. 4. The

motive and the practice: Bring up the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individual’s motive and drawing styles. 5. Conclusion: To generalize

all the cognitions and to look into the future. 　　This creation altogether completes 25 works and divides into three series: 1.

Giving love from flowers' wish: Carrying on the creation of drawing like a poem by the view of nature beauty and the penetration of

poetry. 2. Having the fine words from flowers’ smell: The whispers at heart are visualized into these pieces. 3. Flourishing and

blooming flowers: Faithfully drawing the flowers and plants is to response the earth beauty bestowed by nature. Hope this creation

could bring a brand-new viewpoint and get your sympathetic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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