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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very popular to raise pet, author feel people and emotion of pet, Provide a society to support, is looked after, the

feeling for loving,at sad of time there is the object that can talk, to the healthily happy mental hope, there is rather great help,

especially when the pressure is great. so let the author produce the motive of creations, Transform the happiness of getting along

with the pet into the sympathetic response with hiding in individual's inherent, latent and dense consciousness and emotion,

Combine the dreamland and illusion, seek oneself inwards by way of story with the painting , listen attentively to the sound of

subconscious. The creations of art expresses spirit, such as, personal thought, emotion, idea, and etc. My cre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rial themes, the dream world as the bridge of subconscious, describe a illusion of the world inside, and then dreamland

information divulged in the world, less than heart monologue the way is annotated, finally Subconscious instability and expectation

of inside to the person and the environment consigned to the Pet, share with fans together, commemorate beautiful for one that

creates the course at the pres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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