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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建築宛如故事，這樣的事實在60年代以

降，後現代建築思潮中更增明顯。早期現代

建築被喻為〝啞巴的盒子〞認為「裝飾即罪

惡」，如今後現代情狀裡，卻有著許多動人

的劇情敘述著，不論是嘲諷、歷史仿古、折

衷化、涵構（context）主義，總企圖將建築

除了滿足某些基本的表達（問題）的功能

外，更表達一些深刻的意涵，考慮作品能否

像文學作品一樣，透過說故事的方法，而令

人感動共鳴。

而本文即嘗試運用敘述性設計方法來加以

分析宜蘭的地域性建築（註1），進一步解析

建築背後的故事如何被組織，擷取何種集體

意識的文脈（文化符碼）（註2），企圖拆解

設計者本身所欲建構的神話，是本文所要探

討的要點。

二、釋例說明

本文將舉三個案例，作為敘述性設計的操

作對象，分別是1.黃聲遠的三星展演廣場、

2.象集團的泰雅大橋、3.林志成的宜蘭厝008

「噶」瑪蘭的家。

1.黃聲遠的三星展演廣場

基地位於宜蘭縣三星鄉公所後方的ㄇ字型

戶外空間（圖1.），由於宜蘭多雨的氣候型

態，使得原本「埕」的開放活動空間受制天

候影響，減低居民的使用行為，因而有了在

原本開放的戶外空間填入一半戶外的棚架命

題，使得活動、事件能「如期舉行」。而三

星鄉為農業盛產地，尤其蔥蒜更是聞名，還

有銀柳、上將梨、稻作⋯⋯等。設計者以在

地的農作地景為思考主題，作為棚架主要造

形的意象。

2.象集團的泰雅大橋

此橋樑座落於蘭陽溪上游，是連接三星鄉

與大同鄉兩地重要的橋樑（圖2.）（在尚未建

造橋樑之前，兩地居民是利用低水位時的蘭

陽溪河床直接穿越，或再繞遠一些的牛鬥

橋，來往相當不便）。泰雅大橋的建造則有

助於蘭陽平原溪南、溪北（這裡所指的〝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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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三星鄉展演廣場基地走向及現況配置（摘自：

《建築師》雜誌，1999 . 9 ）。

是指蘭陽溪為界以南的羅東蘇澳一帶及溪北

的頭城、礁溪、宜蘭一帶）交通網絡的連結

與太平山明池等觀光地之玄關角色。

蘭陽溪沿溪一帶多為原住民聚落（以泰雅

族為主），設計者以原住民男人狩獵的弓箭

及女人編織的技術、顏色、花紋作為橋身、

燈具造形元素的轉換，並以「泰雅」為橋命

名。除了地方族群文化特色作為橋的主題

外，山區地形風勢所迫的側向力，則是設計

者首要面對的挑戰。如何將泰雅文化加以結

合，是形式與機能所要同時思考的。

3.林志成的宜蘭厝008「噶」瑪蘭的家

這是宜蘭厝第一期，其中的一棟建築物，

位處在一寬又深的基地上（圖3.），面臨一省

道。設計者擷取蘭陽平埔族「噶」瑪蘭人傳

統住屋的原型，作為典範因襲的對象，並且

順應居住者所需的機能與建築物造形作結

合。

三、敘述性設計觀點的生成

本文立論基礎，主要參考三份文獻，作

為研究基礎。一是〈敘述性設計之一：淺談

敘述性設計〉（楊裕富2001）、二為〈敘述性

設計之二：敘述性設計的重要概念〉（楊裕

富2001）、第三篇《空間設計概論與設計方

法》一書中關於敘述思維的一個章節(楊裕富

1998)。

在〈敘述性設計之一：淺談敘述性設計〉

中指出敘述性設計的意指：設計作品除了滿

足所謂的〝使用功能〞以外，也要滿足〞設

計的某些表達功能〞。要考慮一個作品能不

能表達一些深刻的〝意涵〞（膚淺的、嘲

諷、隱喻或類比某事物（件）的意涵等），

同一個作品能比擬像文學作品一樣，說出動

人的故事。像進行一場表演，一樣有演員

（功能、角色）外，更要有主旨劇本情節的

安排。

另一篇〈敘述性設計之二：敘述性設計

的重要概念〉中提出在1996年<<設計表達

圖2. 跨越蘭陽溪河床與山林環繞的泰雅大橋（摘自：台灣建築TA 雜誌，1998.3）

圖3. 宜蘭厝008「噶」瑪蘭的家基地配置圖（摘自《宜蘭厝建築圖集》1995 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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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這份研究中，提出：〝設計創作中

要有敘述展開〞這樣的一個過程；在1998年

<<設計方法基礎>>這份研究中，正式提出

敘述性設計思維、敘述性設計方法。其適用

於舞台展示設計、博物館展示設計、產品、

視傳設計、規範性設計研究等領域中，有別

於現代主義的反對敘述裝飾語言，在後現代

文化情境的當下，敘述性設計方法正開著燦

爛的花朵，而敘述性方法有說故事的作用，

也不只研究設計與繪畫的說故事技巧，同時

也研究設計藝術是否像文章一樣有章法可

循，按照此章法表達設計的主題意涵，就稱

敘述性設計。並以敘述性設計觀點來看設計

語意、設計語法、設計語用時，設計語意就

是指造形元素個別意思的推敲與運用；設計

語法就是指造形元素的組合規則的推敲與運

用；設計語境就是指產品在生產過程與使用

過程中，造形元素或整體物件與文脈的水乳

交融法則的推敲與運用。

第三篇在《空間設計概論與設計方法》

(1)確定設計條件、(2)構思發想主題。可分為

子題、題素三個分析性層次，主題為設計者

依據設計內容整理出一個中心義涵，子題為

主題連同編劇拆解而成，再將子題拆解成題

素，而將三者作為形象元素的聯繫與表達。

四、敘述性設計的操作

從文化脈絡到設計者價值觀（意圖）產生

意象再轉換為具體形式，組織造形之手法。

這一推衍過程即為設計方法，而我們分析的

工作，就是針對既有的案例作設計揣摩的解

析，想像設計者如何做設計的過程。

根據上述的參考文獻，加上我們對於設計

者如何從文化脈絡的擷取，到設計者本身內

化（包含專業歷練、成長、價值觀⋯⋯）的

專業構思組織為心（形）象（image），再轉

換為實質造形元素的形象及形式。我試著運

用（表1.）來呈現這樣的關係。

而在本方法在技術層面上，以《空間設

計概論與設計方法》一書中提出敘述思維的

設計方法，做為主要的分析理論，並加上對

設計者的態度、背景、基地位置及擷取的內

涵，形成其步驟如下：(1)設計者的態度與背

景(設計者的信念)、(2)基地座落環境(座向、

物理環境、脈絡)、(3)對宜蘭地域內涵的擷

取(空間、型式、構法、工法、材料等)、(4)

應用敘述方法的主題、子題、題素為理論架

構，做為分析設計者外顯的實質型式，並加

以串聯其各層次，進而得知設計者對於地域

性問題的解答。(5)敘述主題(當地的象徵物)

等。宜蘭地域內涵的擷取與敘述主題的分

析，將採聯對性的分析。

五、案例的析解

1. 黃聲遠的三星展演廣場

(1)黃聲遠的態度與背景(設計者的信念)(引自

於黃聲遠建築師事務所提供之簡介資料)

態 度

清楚技術層次的受限，仍然喜愛那種物質

匱乏時期的簡易構造方式及手工藝精神。材

料、構法、型式組構上力求清晰，又能對應

急迫的物理條件，接受不同系統可重疊併

存。仍舊喜歡穿透明亮雞犬相聞的架構，最

重要的是能於大地相融，有拔地而出的土味

(長出來的)。

背 景

東海大學建築學士，耶魯大學建築碩

士。曾在國內事務所見習，並在洛杉磯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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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設計思考揣模模式

文 化

形 上 形 中 形 下

價值觀 神話 地方技術

地方美學 地方生活文化 物件工法

諺語 生產方式 空間感

方言 政治制度 ⋯⋯⋯

⋯⋯⋯ ⋯⋯⋯ （文化脈絡）

設計者的價值觀

（包含專業歷練之判斷

擷取、成長背景） （意圖）

專業技術、構法、 心象

工法、材料 image 

敘述性設計

主題

子題 形象

題素

轉換成實質造形與 轉換

空間及技術落實 形式

組織造形元素之可能性 手法

揣摩解析 設計方法

O.Moss建築師事務所工作，曾

從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建築系

Assistant Professor

，國內中原、淡江、華梵大學建

築系兼任講師，現任為宜蘭地區

開業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2) 基地座落環境(座向、物理環

境、脈絡)

a.基地位於宜蘭縣三星鄉公所

後方的ㄇ字型戶外空間，

（是一個鄰舊建築物，所圍

塑出來的處理手法，為虛

空間的填充，並把舊建築

物利用當作舞台的背景及

後台化妝空間，在左側的

建築物二樓兼當看台）。

b.位於戶外空間且地處蘭陽多

雨，（處理手法為儘量保

留戶外空間的品質，拉高

棚架本身，並運用透光性

好的中空PC版遮蔽雨水，

讓雨水拍打在PC版上猶如

空靈的樂符）。（圖4.）

c.炎熱的天候（拉高棚架除有

讓增加的半戶外棚架有原

來戶外空間的品質外，也

有不壓迫，收納鄰房空間

與熱氣可隨意對流奔走的

涼爽）。

d.位於三星鄉盛產蔥蒜的農業

地景（擷取蔥蒜田的意象

與農作維修步道的構成法

則等多項類比的巧思，把



為類比竹筍腳的想像）、竹子（像竹子意

象，蔥蒜其綠色系的深淺區別，加上偶爾點

飾的顏色，來分別管道的項目，便於維修辨

識）。

(5)敘述主題(當地的象徵物)

a.棚架水平的韻律是學習農作棚架與蔥蒜

田的重複韻律。

b.棚架垂直的層次有機能上的作用外，也

有蔥蒜田的實際類比。

c.主結構的鋼管、拱圈與地面的RC卵石將

砌凸堆有類比竹子與竹筍腳堆的意象。

d.拉高蔥蒜棚架，有收納鄰接民宅與巷弄

穿梭空間為一整體，更有在蔥蒜產業庇

蔭下生活的高度象徵意涵。

e.鋼管突出屋頂（中空PC版）的空間型

式，是分析蔥蒜田的型式，為蔥蒜突出

稻梗亦是當地出現的空間型態。（圖

8.9.）

f.g.h.蔥蒜本身的型態與竹子相似，在主體

結構與附屬結構的管道線路採用不同顏

色區別便於維修。

2. 象集團的泰雅大橋

(1)設計者的態度與背景(設計者的信念)(引自

於中華建築文化/東海建築系 2000 〈新地方

v.s新專業〉資料)

態 度

象集團的七個原則：

a.場所的表現 b.住居是甚麼？學校？道路？

c.多樣性 d.五種感官 e.迎向自然喜愛自然 f.曖

昧模糊 g.自力建設

背 景

象集團在日本早年是早稻田大學吉阪隆正

教授研究室發展出來的設計團隊，在臺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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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平淡的棚架加上另一層在地的趣

味）。（圖5.）

(3) 對宜蘭地域內涵的擷取(空間、型式、構

法、工法、材料等)

空 間、型 式

a.棚架水平向的韻律

b.棚架垂直項的層次（如：中空PC版燈具攀

爬貓道拱圈主結構兩側維護步道）

（圖6.）

b.鋼構結構與地面的接頭運用石砌堆為收頭

（圖7.）

d.拉高棚架收納鄰接民宅與巷弄穿梭空間為

一整體

e.蔥蒜田的型式

f.蔥蒜本身的型態

g.竹筍堆的型式

h.管道採用顏色區別

構 法、工 法、材 料

a.RC.卵石砌石堆

b.清水磚

c.鋼構

c.鋼管

e.中空PC版

f.材料

g.C型槽鋼

i.洗石子

j.伸縮棚架加上遮陽黑網仔　

(4)應用敘述方法（主題、子題、題素）

a.主題 三星鄉的地方特色

b.子題 蔥蒜田、蔥蒜、磚牆、竹筍堆、

竹 子

c.題素 蔥蒜田又可分為（蔥露出稻草、類比

屋頂突出物的蔥蒜、稻草梗類比於燈具的維

修攀爬貓道、蔥身類比於主要結構拱圈與次

要結構、土堆類比於棚架下的虛空間，人在

濃濃的土堆下活動，土堆下兩側的農作維護

步道類比於棚架兩側的貓道）、蔥蒜（露出

稻草（中空PC版）的屋突也是取自當地所出

現的空間型式）、磚牆（右側低矮的合院外

牆材料呼應並作為消防栓的外表保護材立

面）、竹筍堆（蔥身為綠色系亦有竹子的意

象，設計者引用土堆（RC.卵石砌石堆）作

7 6

2003.04 No.16

圖4.棚架正向圖示 圖5.當地盛產的蔥蒜田

圖6.貓道及垂直動線

圖7.面的接頭石砌堆



c.題素 泰雅族人的生活文化及傳統（運用泰

雅族男人打獵的弓箭作為燈具、橋身欄杆型

式的轉換（圖11.），運用泰雅族女人編織的

菱形花紋（圖12.13.）、紡紗染色傳統線條花

紋技術作為橋身PC版孔洞欄杆，頂端的陶片

排列是裝飾的山豬牙齒的顏色）、引用蘭陽

溪口常出現的鳥類，運用鑄鐵作為剪影型

式，站立在欄杆上別有趣味、引用泰雅族人

所依靠的諸山綠色陶片，散佈在欄杆上。

(5)敘述主題(當地的象徵物)

a.d.泰雅族人的生活文化及傳統（擷取泰雅族

人生活中的顏色，如：裝飾品的山豬牙齒色

為陶片散佈於欄杆上，而常見的服飾朱紅色

則用於鑄鐵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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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集團除了日本的成員板元卯；北條健志

外，尚有台灣籍建築工作者如：陳永興、劉

逸文等。以在地團隊進住觀察地方聞名的象

集團亦吸收台灣成員，以利對台灣文化有更

深層的認識。象集團在台灣負責人劉逸文，

東海大學建築系畢業即從事設計工作。

(2)基地座落環境(座向、物理環境、脈絡)

a.基地座落於蘭陽溪上游，是連接三星鄉

與大同鄉兩地的重要橋樑。

b.大同鄉起溯上蘭陽溪之流域，是泰雅族

變遷路線。

c.橋樑將會成為通往太平山方面的主要觀

光路線之玄關，有其重要擔任之角色。

d.由於兩側山區地勢橋樑跨越面寬極大的

溪流，受風面勢必面臨強勁風量之迫

害。（圖10.）

(3)對宜蘭地域內涵的擷取(空間、型式、典

範、構法、工法、材料等)

空間、型式、典範

a.泰雅族人的生活文化及傳統

b.泰雅族男人的工作狩獵用的弓箭

c.泰雅族女人的工作編織紡紗染色技術

d.泰雅族人的裝飾品山豬牙齒顏色

e.蘭陽溪口常出現的鳥類及溪石

f.泰雅族人所依靠的諸山顏色

構法、工法、材料

a.預住水泥版

b.磨石子

c.洗石子

d.卵石漿砌

e.陶片

f.鑄鐵欄杆

g.鐵板切割

h.防腐木料座椅

(4)應用敘述方法（主題、子題、題素）

a.主題一座屬於泰雅族人的橋

b.子題

泰雅族人的生活文化及傳統、蘭陽溪口、泰

雅族人所依靠的諸山環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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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鋼管長出屋頂的蔥蒜 圖9.當地的匿名型態 圖10.泰雅大橋橋身

圖11.弓箭作為燈具橋身欄杆型式的轉換

圖12.弓箭作為橋身欄杆型式的轉換（摘自：象設計

集團 1998 （泰雅大橋）《TA台灣建築雜誌》 1998，

3月份 no.30）

圖13. 編織的菱形花紋（摘自：象設計集團 1998

（泰雅大橋）《TA台灣建築雜誌》 1998，3月份

no.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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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引用泰雅族男人狩獵的弓箭，作為橋樑預

鑄PC欄杆、鑄鐵欄杆、燈具等主要元素的

轉化。

c.引用泰雅族女人的編織紡紗染色技術作為

橋身菱形花紋PC版的孔洞排列淺橘紅色

（傳統染色法的代表色彩）的欄杆（圖14.）。

鮮（朱）紅色的大陶片用於欄杆頂端，麻紗

底布顏色用於欄杆頂端的小陶片。

e.在三星鄉這頭的引道欄杆上運用鑄鐵作成

蘭陽溪口常出現之鳥類剪影，且漆上粉色系

的泰雅族裝飾色自成一趣。並在三星鄉側的

橋引道運用溪石漿砌成矮花圃，更是融入地

區性材料紋理的貼切。

f.生活在圍繞諸山的泰雅族人所依靠的綠色

陶片也引用散佈在欄杆上。

3. 林志成的宜蘭厝008「噶」瑪蘭的家

(1)設計者的態度與背景（引自1998建築師雜

誌NO.4 p.p82—83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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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菱形花紋PC版的孔洞排列淺橘紅色

態 度

認為台灣的文化主體性不明顯，使得台灣

建築文化落入外來文化的再複製（雜誌、外

來式樣的模仿）。其結果亦是文化的殖民現

象。如果設計思考原點為台灣文化與環境，

相信會有親切的共鳴與精采故事可講，因此

對傳統文化了解與常民生活的接受，將是重

要的議題。

背 景

東海建築系畢業後，即進入漢光建築師事

務所工作二年，再出國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建

築碩士學位，回國於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工

作二年。於1992年自行開業並於中華大學建

築系任教。

(2) 基地座落環境(座向、物理環境、脈絡)

a.基地座落於三星鄉破布烏段的農地，面

臨一鄉鎮級道路，其道路為羅東通往太

平山必經之道路。

b.基地座北朝南微偏東南，道路即在南邊

（下方）四周環繞中央山脈原野景觀，

基地緊接梨園和稻田。

b.設計主題擷取最早在蘭陽平原定居的平

埔族「噶」瑪蘭人的建築文化及型式

（如圖15.），

由於定居已有數千年之久，所以自然發展出

一套適應蘭陽平原風土氣候之建築原型。

d.全年潮濕多雨與夏季悶熱多颱風的氣候型

態，取平埔族「噶」瑪蘭之住屋型式有學習

典範之便利。

(3)對宜蘭地域內涵的擷取(空間、型式、典

範、構法、工法、材料等)

圖15.平埔族「噶」瑪蘭人住屋（摘自：.林志成1998

（宜蘭三星黃宅 宜蘭厝008）《建築師雜誌》1998，5

月份）

空間、型式、典範

a.平埔族「噶」瑪蘭人住屋建築型式之引用

b.杆欄式建築（圖16.）

c.中介空間

d.多功能的大床鋪

e.舌式進口

f.雞尾式屋頂

g.倒梯形牆壁（圖17）.

構法、工法、材料

a.R.C

b.洗石子外牆

c.小口磁磚

d.木地板

e.花崗岩

f.卵石漿砌

g.文化瓦

h.油漆

(4)應用敘述方法（主題、子題、題素）

a.主題 甚麼是屬於宜蘭人的房子

b.子題 平埔族「噶」瑪蘭人的住屋

c.題素 干欄式建築中介空間多功能的大

床鋪舌式進口雞尾式屋頂倒梯形

牆壁

(5)敘述主題(當地的象徵物)

a.b.平埔族之杆欄式住屋最主要是避免動物

或昆蟲及濕氣之侵襲，而如今引用干欄式建

築乃利用狹小之基地，使戶外空間更形完

整，而不是建築物本身所殘餘的空間，也可

作為社區集會圖書室的接地入口，不影響住

家其他生活空間（圖18.）。

a.c.因襲平埔族人之住家再室內與室外之間有

一中介空間，即對夏季悶熱之氣候有乘涼作

圖16.宜蘭厝008正立面可清晰看見轉化於平埔族「噶」

瑪蘭人住屋

圖17.宜蘭厝008側向立面



註釋

註1.地域性建築：

本研究對於地域性的定義是引用拉普普（Amos Rapoport）的看法一種較接近於文化地景

（Culture Landscape）的概念。並指出文化地景被運用的特性於：聚落形式及模式、住屋式樣、

榖倉和其他構造物、廢墟、土地的再分割部分及地名。真正的地域文化是將特徵作一致性的歸

因，其重要的組成，如空間特徵（Siksna 1981；Rapoport 1990：273）、植栽⋯⋯等。地域的基

礎必須建立在以方言、地名、信仰、民族、建築（學）、飲食和政治行為之間和諧一致

（Zelinsky 1982；Rapoport 1990：273）。這些之間越是和諧，地域即更獨特，越能建立自我的邊

界。

他所認知的地域性建築是與風土融為一體的，如同特定的地點與人們的習慣是暗示著某種

自明或可指認的特質是有別於其他地方的。對於風土與傳統性設計的決定則必須分析內部潛在

的意義屬性（Rapoport 1990：277），而文化地景是保留特徵的關鍵。但目標也許是管制設計、

符碼、導致期望或者特有屬性的控制並且因此保留及鞏固現有地域的文化地景（Rapoport

1990：278）。

註2.文化符碼：

設計作品如同寫文章，用字組成句子，句子再組成文章，文章再陳述欲表達的思想。依循

這樣的脈絡有一定的組織策略，精確運用符碼（code）「編碼」鋪陳潛藏的意涵。而設計作品

用的是材料、構造、形式、語彙的實質造型構成形象來說故事，類比一個文化符碼系統。（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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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作為巨集交誼之場所，同時作為一個

過度性的緩衝空間。

a.d.平埔族人的空間以單一大床舖解決所有

起居功能（多功能床舖），將大床舖加以轉

換，由雙層可移動木板組成。當兩塊木板重

疊時，下方空間可作為儲藏室，使空間更具

彈性之功能。

a.e.舌式進口在平埔族住屋中為一大特色，因

襲舌式進口與門在山牆面作為宜蘭厝008之

特色。

a.f.平埔族人的屋頂蕪山式屋頂，屋頂頂端綁

了一個雞尾裝飾在宜蘭厝008中，加以轉化

成一小倒斜屋頂型式，配合宜蘭多雨之氣

候，作為收集雨水之空間，供建築物本身使

用，在沖馬桶、澆花、洗車等生活用水，以

節省自然水源。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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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平埔族「噶」瑪蘭人住屋與宜蘭厝008轉換因

襲對照圖示（.摘自：林志成1998（宜蘭三星黃宅 宜

蘭厝008）《建築師雜誌》1998，5月份）

a.g.平埔族人的牆面是倒梯形牆壁，據說可

能有防水效果，設計者加以轉化為倒梯形牆

壁，使之成為型式語言與防水之作用，避免

滲水進室內（滴水線之形成）。

五、結論

在後現代多元併存的文化情境中，程序性

的一元價值開始讓人感覺有其限制。而無法

解析（創作）作品的豐富性（故事性），如

果把敘述設計方法歸納為規範性設計方法的

一種，我們便可經由上述分析的案例解析設

計者本身欲說的故事，抓取甚麼樣的地域文

脈或者集體的意識型態（雖然三個案例均在

宜蘭縣三星鄉，但三者均擷取不同的文脈。

如：三星展演廣場引用蔥蒜田、泰雅大橋引

用泰雅族人的日常生活及維生器具、宜蘭厝

008的平埔族「噶」瑪蘭人住屋的轉換）來

建立欲說的神話，而敘述性設計方法即在於

對意義作分析、拆解，看設計者說哪些故

事？怎麼說？怎麼組織故事？而這樣的方法

即是設計者引用（轉化）當地的文化符碼，

藉以地方集體記憶一方面操作自己的目的

（意圖）；另一方面亦完成了地方民眾對集

體意識的認同，建構地方神話使其自然化

（親民化）的取得共鳴，達到人為（設計者）

的目的，這樣的方法顯然是明晰有效的。 總括層（文化層）：文化視為系統（文章、故事）（內在的符碼）文法

文化符碼 解讀 組成

系統 作品層（作品層）：文化視為語言（字句）

解讀 組成

元素層（抽象層）：文化視為符碼（單字）

表2.文化符碼系統（楊裕富1998b：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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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符碼指的是從廣義符號學角度對文化的解析工作的成果，這些成果包括了語言現象以

外的所有表達的規則與特性。在設計上對文化符碼的指稱，特別注重實質形式的象徵意涵與故

事性（地方的神話、意識型態）。但所謂文化符碼並不是只研究物質的符號意義最小元素（意

素、意識型態），同時也是研究這些「意素」的組合規則以及組合後語句在該文化中的位置

（楊裕富 1998b p.p123-128，p.p241-249）。

意義不只在於語言表達及語言指稱的層次，意義還有語言以上（整體的、地方神話、集體

記憶、意識型態、價值觀等）層次、語言以下層次，所以文化符碼有方法論層次、策略層次、

意念構造層次：

層次三：意念構造層次，指論述在該文化的位置、媒材元素的組合規則。

層次一：方法論層次，指論述在該文化的位置（立場）作用、策略組合的規則，策略的元素：

文化策略的最小單位。

層次二：策略層次，指意素的組合規則及表達上的最小單位，說明語用、語法、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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