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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間的合理配置之下，涉及設計的部

份：須知設計是理性與感性的交叉，是這兩者

所佔比例多寡的問題，以此為前提，在機能、

造型上做決定，去完成設計這個動作。

何謂合理的空間配置？首先，必須了解空

間的定義？空間可分為住宅空間與非住宅空間

二種。非住宅空間涵蓋了所有的空間，其中住

宅空間則專指人每天除了其他行為之外，要回

到那個空間去完成所有私密動作的空間，也統

稱為家。住宅空間與非住宅空間最大的差異在

於：住宅空間具有獨占性，不容別人分享，完

全的獨占性格。而非住宅空間則包括：辦公空

間、會議室、百貨商場、餐廳、醫院、運動場

等開放空間，在空間配置的規劃上，和住宅空

間是一樣的，因為一個空間對使用者或設計者

來說考慮的層面都是一樣的，要考慮私密性、

動線、機能、造型、燈光、空調、保全、防盜

等，任何空間在設計的同時，考慮的層面越

細，邏輯分析的越清楚，空間會做的越細緻。

但為什麼要分住宅與非住宅？因為住宅有一個

非常抽象的意涵，即住宅具有獨占性，相反

的，在非住宅空間所進行的任何行為都是過渡

性，非屬於個人自己，我們到咖啡館喝咖啡，

是一種過渡行為，不同於住宅空間的獨占性、

永久性。因此在做設計之前要對空間的定義很

清楚的了解，區別所要設計空間的屬性，然後

開始設計。

接著要談的是產品配置，就國立臺灣工藝

研究所裡的展覽業務範圍來說，大部份所指的

是產品展示空間的設計，空間展示的是產品(工

藝品)，產品(工藝品)是主角，就像人住在一個

空間一樣，我們必須先研究產品的特性，包括

作者的簡介、創作背景、創意理念、成長背

景、產品的材質、接受的教育訓練及創作特性

等產品背後的意涵條件收集分析清楚，給產品

做定位，決定如何表現賦予產品深層的意念跟

創作理念。因為想要藉由產品表達的是什麼樣

的觀念，每位創作者都不同，若能將這些要素

劃分清楚，將來在會場展示佈置時就能和每件

作品相結合。另外，輔助性的陳列道具和背景

應襯托作品優越的特色，然而設計沒有好或

壞，只有在合理分析架構下認為何者較為合

適，藉由分析及經驗的累積和手法，此手法的

好壞來自展覽所獲得的效果、好評及別人的意

見等經驗不斷的累積。在基本的邏輯架構下從

瞭解作者及作品的特性開始，給予一個比較合

適的展覽手法，以上是針對研究所裡的業務需

求所做的分析。

接下來談的是照明，我們常可以看到珠寶

店燈光打的很漂亮，其目的在於展示珠寶的價

值及銷售，使用特製的鹵素燈，照度亦特別經

過設計，因為珠寶會發亮，利用特殊的燈光打

在珠寶上使珠寶閃閃發光，更能突顯珠寶之特

質。另外在餐廳吃飯時，燈光會使得食物看起

來更新鮮更好吃，運用在產品展示上也是一

樣，需針對產品的特性去做設計，例如陶瓷，

上釉或不上釉的作品所需的燈光效果是不一樣

的，可請燈光顧問提供資訊，以強調作品的特

色。另外畫作也是一樣，必須注意小細節，透

過經驗的累積，找尋出專業的配置，慢慢走向

更精緻的路線做產品展示。

傢具配置的部份就展場來說，目前臺灣現

有的展場通常沒有什麼傢俱配置，若有，通常

所指的是展示櫃或展示背景，其中展示背景又

有很多種，如：屏風、玻璃櫃等，這部份傢俱

的取捨及設計是以展場環境為主，因為牽涉到

展場整體動線的規劃，一般展場不可能放置太

複雜的傢俱，動線也不可能做的太複雜，因為

理性與感性─合理的空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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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空間的屬性就是要讓一堆人進來，使動線

流暢是一種刻意的安排，也是動線考量的第一

要因，動線決定後再談如何放傢俱。以國外的

展場為例，如美術館，尤其現代美術館展覽空

間配置時很少看到傢俱，原因在於現代藝術品

有一些空間上的特性要求，包括陳列一件作品

的展示架它都有特定的材質或顏色等，因此，

在這樣的空間之下，傢俱可能只是展場內的休

息座椅，在走道兩邊或盡頭。有些美術館展出

很多有名的大作品，為配合大量參觀的人潮，

座椅只設在lobby的等候廳或是設置販賣產品相

關的攤位或休息區，真正在展場裡只有導覽及

服務人員在控制人數，引導人潮走動，這也是

屬於展場整體動線規劃的一種。另一方面就辦

公空間來說則不同，規劃之初須注意未來發展

空間合理的保留，並且在設計時依循客戶的需

求為優先考量。動線取決於公司內部的組織架

構，考慮人力的需求，在人體工學最小限度範

圍內做設計或是依照空間特性來考量，因為動

線的取決沒有標準答案，只能深入談產品特

性，即客戶需求，在需求架構下做出合理的動

線規劃及整體設計。

動線的取決要點在於展示空間的動線規

劃，對作者、展示品的特性及細節分析合不合

理，一個會場每次展覽主題不同，動線也因此

會有所調整。對於一個專業的設計師來說，設

計是整體的表現，包含材質、燈光，深入一點

考慮機能系統、空調、音響，更專業的空間還

包含網路、保全等，系統的整合都是必須詳加

思考的，強調高品質的合理空間，就須搭配高

品質的手法。就專業的角度來看，所謂的品質

包含抽象的品質與實際的品質；抽象的品質在

於心理的感受，很難界定，乃是個人心理感受

衍生出來的心理感覺，例如：處於一個空間當

中，燈光、音響、空間配色給你舒不舒服的感

覺，這便是所謂抽象的品質。而另外稱之為實

際的品質，則是看得到、摸得到、可以比較的

出來的，例如：牆的壁布或壁紙等級是可以用

肉眼分辨的出來的或手的觸感可以感覺出來

的，或者可經由檢驗而得知。因此，專業的設

計須兼顧抽象與現實的專業素養及現實考量，

透過不斷的經驗累積，在設計、施工過程的每

一個環節很精準的兼顧抽象與具象的結合，如

此才有高品質的演出。

在空間配置上，除了理性與感性之外設計

者還要有自信。身為一個專業的設計師，在處

理空間時，自信很重要，如果沒有自信，則無

法下正確的判斷。因為專業的從業人員予人專

業的分析，所有業主的產品交給我們的設計須

有自信，透過專門知識、透過專業去分析所做

出來的成品才會有內涵。

所謂的理性，是必須透過專業的判斷與認

知，有清楚的邏輯架構去依循：

一、文化上的差異：因各地區的文化風格

不同所賦予的表象不同，導致設計風

格的不同。因此，設計是視覺傳達及

文化差異上心理感知的問題。

二、經濟上的考量：經濟上的因素在探討

消費的問題。即展示空間因有商業買

賣而產生的消費行為的問題，是創造

商業行為的空間，在推銷產品上賦予

行銷理念，展示品想創造的是什麼樣

的行為，都有經濟上的考量。不同的

作品之間做區隔或展場動線及產品心

理層面的可及性都是影響消費者的因

素。

三、業主的需求：理性思考業主內部的組

織、制度、架構、空間倫理、公司文

化及公司的生態。

四、生活的習慣：生活習慣影響生活方式

及空間的需求，例如中、西飲食及生

活習慣的不同影響空間需求......等

等都是須仔細分析思考的。

何謂感性？設計者都喜歡強調感性與直

覺，在西洋美術史的演進過程中，文藝復興時

期的藝術作品對於全人類的影響很大，尤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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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復興三傑：米開朗基羅、拉斐爾、達文西，

其中米開朗基羅除了是一個文學家更是一位天

文家、藝術家，其雕塑作品尤為後人所稱頌，

曾有人問他為什麼把雕像雕的如此完美，他感

性的說：我不是把雕像雕出來，而是把他們從

石頭裡放出來，他們原來就在。由此可知，藝

術創作不能缺少感性，在做空間設計時，理性

的需求及分析的背後仍須感性做支持，切勿讓

理性蒙蔽了感性的因子，而其中的分野由個人

取決。另舉一例，一位家具創作者吳榮昌先生

曾說：我創作的靈感、泉源與創作角度有時候

是一個畫面，有時候是一首詩，有時候是知其

不可為而為，因為如果創作出來的作品和別人

一樣就不特別，也不須我去創作了，自然有一

些工匠會去做。因此，創作的可貴在於超凡脫

俗，利用反邏輯、反思考的方法去做定義，很

感性的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去思考，才能天馬

行空、文思泉湧，發掘自己創作的動力。

機能與造型如何取捨？須有自信。一個案

子空間的屬性分配，商業空間的感性成分較

大，而辦公空間則須因應內部需求，以理性針

對空間屬性做出理性與感性的百分比分配，只

有合不合適的問題，這樣的空間考量才是在每

一個角度下合理的空間分配。針對設計中間所

有過程、步驟都只有在最後呈現的結果，結果

所呈現的感覺取決於設計師專業的判斷，條件

的取決在於設計師的自信及邏輯方法的分析比

較，來自專業的素養及自信，專業素養越強自

信越強，達到成功的百分比也越高。因此專業

設計師要提供專業建議及分析，要讓業主知道

做這樣的建議及分析考量的原因為何？然後以

專業去教育、說服業主，並深入探討其合理性

及評估其結果。舉例來說，台灣一直有所謂

「和室的迷思」源自於日本的殖民教育，然而，

和室的功能何在？精神何在？空間利用的效益

如何？是需要自信仔細評估的，此時專業的設

計師所要做的便是和業主討論分析之後給予引

導、建議和分析，而不是一味的迎合或堅持己

見，因為空間設計是應用美學和生活結合，不

能太藝術導向，須客觀理性又兼具感性，透過

方法實際分析來決定，也不要過分強調設計師

個人風格，因為專業的設計師所做的是在預算

範圍內滿足客戶需求、及獲得商業包裝行為帶

來的利潤。

以下是設計交流與實例賞析：

問題：

一個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展示生活用品、

工藝品的空間，如何營造才能讓觀眾感

受到這是一個非常現代化的展示空間，

並烘托出在這裡展出的工藝品是現代化

的工藝生活用品？

趙先生：

現代化是一個抽象名詞，有一些特殊的

表現手法和語彙。語彙即設計符號，是

必須透過大家的學習經驗、生活經驗以

及文化經驗所建立出來的共識。現代化

的表現方式沒有一定的型態，在做空間

規劃設計時須依據設計合理的分析方

式、元素收集或透過專業設計師提出看

法不斷修正，給予符合產品特性的一個

現代化的空間方向架構，架構方向底

定，依循此方向架構進行。然現代化表

現的手法很多，不具絕對性，在前提不

變的架構下，在大架構下做小變更，運

用現代空間的設計語彙，即共同的符

號，依邏輯整合出一個結果，就如同後

現代主義等等也是一樣，也是一種符號

學的應用，因為這符號學是人類很重要

的共通經驗，是所有感覺經驗的累積，

讓人確信它就是這樣。

本文係鴻室空間設計有限公司負責人88年11月08日應邀於

本所台北展示中心設計專題講座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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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賞析：

圖一、用地坪的材質，標示主要動線，不同的燈光、距離調整走道節奏感。

圖二、利用金屬材質的特性及燈光表現手法與設計造型創造科技感與產品特性結合。

圖三、利用壁櫃及燈光表演手法區隔空間屬性。

圖四、打破實體空間界限，營造空間穿透性，空間就是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