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

五.如何將中國風

及本土意象融入工業設計中

目前中國風當紅，本土意識正襲捲台灣。

這正是我們擺脫盲目追求無國界產品、一昧跟

隨「國際化」的病態的大好時機。中國傳統資

源開始重受重視，台灣本土形象也不再被視為

不入流或品味低俗，我們正應把握時機，發展

出自己特有的產品風格。

但最重要的，我們在應用中國傳統元素、

或本土的工藝形態時，必須經由現代的手法重

新運用，才能使其更理直氣壯地存在，而非僅

在做視覺表面的粉飾。在許多欲表現本土化風

格的現代建築設計中常採取下列方式：

（一）直接賦予本土文化造形

這是一種最直接的設計手法，也是最容易

標明文化特質的方法。在造形時，賦予產品當

地文化代表性的外型、色彩、材質、裝飾花紋

等，以突顯產品的文化背景，如運用中國的獸

腳作為傢俱的足部，或用傳統的朱色等手法。

中國傳統的造形及紋飾，若以現代「簡單、大

方」的審美觀來看，則流於繁雜，因此若將其

以現代的幾何線條簡化後再行運用﹝如扇形

窗、滿月門、明式家具﹞，方能與其他西式的

造形互相搭配融合。如圖中的電話亭設計（英

國Dennis Chan） （如圖12）使用明朝的建築

元素並運用現代的線條。但這種方式若使用不

得當，常易淪為缺乏內涵之設計，僅將造形、

色彩、紋飾盲目地應用在現代產品上，因此設

計時應詳加考慮在造形之下所呈現的意義。

（二）陰陽虛實營造空間變化

虛、實變化﹝開窗、牆面隔間...﹞運用在

現代建築中可營造出非常特殊的美感，兼具視

覺穿透性、層次感，不同角度各有不同效果的

豐富變化，非常適合現在小坪數空間。並且極

易令人聯想起中國意象。（如圖13）

（三）運用現代的材料及造形

表達中國特有的意念及美感，不再使用具

象而直接的中國造形（飛簷、曲橋...）。例如建

築師黃永洪便嘗試以鋁板表示中國的山水、盆

景，以毛玻璃表現瀑布，下雨時便產生類似潑

墨的效果（如圖14）。因為中國的東西注重的是

意境的營造，上述的運用方式正如同現代的水

墨畫，以現代的線條仍可營造出類似古代水墨

畫中的意境之美。

（四）記憶及聯想（心象記憶）

現代產品或自國外引入，或是源自本地。

欲重新設計時，不妨回想在傳統歷史中演化的

情形，以喚起設計者及使用者，探尋這項產品

一路延續下來所不變的「本質」，重拾被現代化

所遮蔽的記憶。面對外來產品，則不妨思考自

身的文化中是否有異曲同工之處，使相同本質

的產品在不同文化的詮釋下，擁有不同的風

貌。

（五）表現民族文化的特性

不刻意使用復古的手法，而在運用現代的

設計手法及元素時，仍保有特有的民族性格，

也就是將當地的「個性」附予產品之上，為產

品塑造文化背景及個性（如圖15）。因為民族性

格一向潛伏在血脈之中，於設計時常不知不覺

便會反射出本土文化帶來的影響，如能察覺並

善加利用，便成為他國人無法仿傚的獨特資

源。如德國產品一向予人穩重、精確、信賴

感、身份及地位的象徵；日本產品給人輕巧、

細緻、溫和的個性特質。產品與當地民族性格

有著相同的性格特色。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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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調創意的手法

目的在將設計跳離傳統印象，使產品在具有傳統風貌

的同時，可明顯驚覺到創新之處，以強烈的手法重新塑造，

達到引人注視的戲劇化效果。如Memphis、Postmodern。

如利用兩種互相對立元素的刺激注意力及創意，以傳

統與現代的結合、東方與西方等，為本地產品帶入相異的風

格，可激發出更多的火花。（如圖16）這種方式特點在於

打破傳統，卻不破壞傳統；利用一般人鮮少的思考方式，達

到吸引注意力，及聯想至本地文化的直接方式。

總之，欲營造中國風格，不外乎兩個層次。功力較淺

的人僅能做到「形似」的地步，猶如西人在塑造中國風格時

只抓住得到表面裝飾性的部份，卻無法體會到其所以然。我

們所真正追求的目標，是要了解中國的一切是來自意境，求

的是「神似」，如能抓到塑造意境的要領，不論所使用的是

現代或古代的造形，都能達到效果。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兼

顧「簡單」的現代審美觀及精簡造形背後富涵的「哲理」，

這才是中國風格令人覺得無法一眼看穿、耐人尋味的原因所

在。

圖16 結合東方與西方的設計手法，為

產品帶來新意象。

圖15 日本將傳統屋簷的造形融入現代設計，賦予

了產品獨特的民族性格。

圖14 黃永洪的室內設計

圖13 楨文彥的spiral建築充分利用了虛與

實的空間。

圖12 中式建築元素在空間設計中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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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創作本土化設計，有其依循的步驟，自

上述探討我們可歸納出以下的階段：

如今我們已邁開重新進入本土文化的步

伐，如何藉著這股中國風來建立起自信，進而

發展具有本土風采的設計，正是我們未來的目

標。

六.產品本土性設計實例

表現本土文化的設計，也有深淺不同的層

級，從觀察目前台灣本土化設計的現況，來了

解我們所擁有與缺乏的，以及未來可做的嘗

試。以幾個在本土設計上卓然有成的公司團體

為例，說明台灣現在的本土設計現況。

（一）達大事業

達大事業曾以一系列具現代化的明式家具

而在家具界異軍突起，特殊的經營及設計理念

可作為本土化設計的成功案例。

基於對本土文化的喜愛，並正值目前世界

風向吹往東方，因此決定以中國文化內涵，現

代的設計手法，將產品介紹給國際。首先斥資

巨額進行文化追溯研究，並與學術機關合作，

務求擁有踏實的文化基礎；並不以一般工業產

品的量化為生產方式，而是求量少而質精的高

度品質要求；在設計方式上，將古代家具的特

質依現代生活角度予以過濾，呈現簡單原始的

造型及適合現代生活習慣的使用機能，並使用

Past         對自身文化喪失信心

↓

盲目接受西方文明

↓

Now       重新自覺本土文化

↓

建立對本土文化的自信心

↓

Future        創造本土設計

科技化的製造方式及加入人體工學考量，改善

了古代家具於製造技術上的限制和使用舒適度

的缺憾。

上述種種做法，使達大事業的家具呈現下

列特色：使古代家具符合現代審美觀，能自然

融入生活環境中而不顯衝突；將產品形象成功

提昇至藝術層次，具收藏及實用雙重價值；成

功將中國古代文化帶入現代及國際（如圖17）。

針對中式傢俱的現代化，有以下建議：

1. 人因工程考量一直是中式家具的致命

傷；而卻又是西方現代家具擅長的表現，並且

是使用者非常注重的人性化因素，如何使舒適

度等跟上要求，是一項重要的考量。

2. 中國古代家具的特色表現在造型、材

質、接榫技術，不妨試著將這些特質大膽地與

現代元素作融合的嚐試，如大膽使用木材以外

的其他材質，或是以同樣的本質詮釋新的主

題，而不僅限於桌、椅等形式。才可跳脫出只

居於「改良」的被動角度。

（二）琉璃工房

琉璃是我國古代的玻璃，一直被視為藝術

的瑰寶。至近年來才有「琉璃工房」將其大力

提倡經營，期望將這些原自中國漢代的文化在

今日重現，並將之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使傳統

文化得以多種樣貌顯示，而推廣至國際間。

琉璃工房所使用的技術是琉璃脫臘鑄造法

（pate-de-verre），將水晶原料敲碎，用網篩出所

需的顆粒，洗淨後放入模子裡加溫燒結。特色

是質感含蓄，捨棄晶瑩剔透的炫耀感，相較於

西方水晶玻璃的華麗耀眼，這種溫潤的質感更

呼應中國人內斂沉穩的民族性格。創造時注重

的是如何純熟應用技術，表現琉璃通透多變的

色澤，並展現中國的細緻造型。作品有類似雕

塑的效果，卻又較雕塑多出材質本身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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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遺憾的是，國內

的消費者大多並未擁有

足夠的自覺，足以引導

本身消費方向，一昧追

隨世界性潮流，何時才能激發出自己的設

計？！就算目前的消費觀是個人化、個性化，

但這也僅是自流行中所提供的眾多選擇中，被

動地尋找了一處稍微適合自己的棲身之所，也

並非創出了自己的風格。

台灣對世界各國流入的設計，已培養出愈

來愈快的適應能力，這表示台灣的確已晉身國

際，逐步縮小與其他先進國家的差距；但值得

憂慮的是，在接受之餘，我們付出了些什麼﹖

先進國家之間的收與給之間代表著是一種科

技、技術與文化上的互相交流，擷取雙方的優

點推動世界的進步；但台灣卻只像宇宙黑洞一

般不斷吸入，不見饋出，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是我們不想，還是根本尚未得知自己的能力所

在﹖

這個現象其實表示的是「自信心的喪失」。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面臨了很大的轉變。世紀

初，中國流入了愈來愈多的西方文化，藉著侵

略、貿易、文化交流各方面管道蠶食鯨吞本土

文化，中國在政治上同時遭到內憂與外患，混

亂的同時，連帶影響對本土文化的質疑，而失

去了信心，產生認同危機，正如溺水之人，在

其作品主題均以中國造型、圖文為主，因

琉璃工房所堅持生產技術的關係而無法成為量

產產品，創作仍以藝術品形式存在。但近來也

相繼和業界合作，為廠商設計可量產的產品，

如與March汽車合作生產的小型置物盒，作為

會員獨享的收藏；以及近來為果汁飲料“Six”

所設計的白色雕花三角瓶（如圖18），特殊的瓶

身成功地將飲料本身形象頓時提昇。這些合作

方式，將傳統的琉璃材質及中國造型，以另一

種途徑帶入現代日常生活中，彌補了藝術創作

無法大眾化、普及化之缺憾。

七.產品實行本土化設計的阻礙

在台灣，其他設計界均已跟上本土化的追

求，這並非盲目附合潮流，而是一種自省的過

程，但在產品界卻一直難以推展開，原因不外

下列幾項：

（一）產品需考量的層面較廣，難以自由發揮

產品設計並非只是視覺的表現，其中運用

理性的成份較多，因產品與人的生活行為息息

相關，設計過程中必須考慮人因工程、製造及

實用性，層層顧慮下使得文化成份逐漸被犧

牲。歐洲與我國有相似的情形，均在數千年文

化背景下面臨科技挑戰，理性的實用功能與感

性的文化訴求，往往成為最難的抉擇。

反觀其他設計領域，並不涉及如此繁複的

理性考量，且可藉視覺造型直接與他人溝通，

使文化性的設計手法得以自由施展。

（二）國內本土文化設計意識低落

消費市場的回饋，往往是設計師與廠商進

行產品開發最明確的指標，也是支持設計師繼

續創作的動力之一，往往具有肯定一件設計的

力量。因此，消費者的形態反而主導著設計時

的導向。所以好的互動可以提昇一個國家的設

計水準，相反的，也會侷限設計發展的可能。

圖18 琉璃工房為Six飲料

所設計的白色雕花

三角瓶。

圖17 達大事業一系列現代化明

式傢具「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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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然無助中載浮載沉，在看見不斷湧出的西方

文明，便不加思索的全盤接納，以重新建立追

尋的方向。因此，西方勢力得以大舉入侵，全

是因為國人對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已完全崩潰所

致。

（三）審美觀教育問題

這包括設計者與消費者所受的教育。

台灣的產品設計理念源於外國，工業設計

的發展最初可追溯到民50年代，美國設計家

Girardy來台推動工業設計理念，兩年後又聘請

日本工業設計教育專小池新二和吉岡道隆來台

輔導台灣企業的設計並指導大專院校的設計教

育。但工業設計發展至今，台灣仍是以西方的

理念從事設計及設計教育，遲遲難以發掘本土

化的方式。如德國以包浩斯主導設計及教育，

今日產品的意象仍深深的保留了德國實用性的

導向，與造形上以幾何構成簡潔的風格，即成

功地以教育擔任文化傳承的角色。

另外，由於台灣升學主義導致的特殊教育

生態，使一般人欠缺美感的素養。好的設計需

要有懂得鑑賞的知音，也需要有眼力的購買

者，以購買行為監督、肯定設計師，使他設計

出優良的產品，但面對無法辨別美醜的消費

群，再好的設計也難免淪為曲高和寡。

（四）產品性質各異

並非所有產品都適合本土化的設計方法，

並且「本土化」在不同產品中，應有不同的含

義與表達方式。在為一件產品進行設計前，應

先判斷文化於其中所佔有的成分比例，再決定

是否將行本土化，怎樣的理念以及該使用何種

手法實行。

依文化意義所佔比例，將產品分為下列幾

種：

1.典型科技產物

追求的是日新月異的科技展現，產品間的

競爭以科技來分高下，而科學技術是一項無國

界的共識，全球人一致努力、晉級提昇的共同

目標。因此極少有地域性的文化意義存在其

中。如電視、電腦等（如圖19）。

2.功能成分重於造形成分

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產品，因是生活必

需品，而與人的使用行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這類產品基本上要滿足一般人的共同需求

及特性，這些需求及特性是沒有地域分別的。

如：舒適省力的使用方式，簡單易懂的操作方

式等（如圖20）。滿足基本需求後，再行探討各

地域使用者的背景，將地域性文化注入其中。

如：不同人種的體型相異，各有不同的習俗傳

統，民族性格等，依循各地特色，思考設計走

向及表現方式，將產品自然呈現異於其他地域

的特質。

除了上述將產品依不同地區修正設計的之

外，尚有另外一個方向—「現代化」。產品所表

現的文化意象，受到「地」與「時」雙重因素

所影響，「地」很明顯是受地理條件而造成的

自然差異，進而影響到人；「時」表示本土文

化並不是恆古不變的，在不同時代，各個地域

本身或相互間將產生變化及交流，因此如何將

產品表現「當下」地域內的文化形態或未來的

趨勢，是不可忽視的考量。

3.造形成分重於功能層面的產品

造形設計是針對人類視覺直接傳達的管

道，在尚未觸及使用前，往往先以視覺判斷並

分析一項產品，因此造形於產品設計的優點是

可快速並直接地傳達訊息給使用者，缺點是倘

若使用不得當，將遞出錯誤的訊息。

因此，欲在產品上表達本土文化，最直接

快速的方式就是使用當地的造型元素，以特有

的外型、色彩、材質等，顯示文化涵義。

但使用造型手法表現時，常常淪為錯用或

濫用，而產生毫無意義的設計，甚至導致錯誤

的訊息。此時必須依賴設計師的文化素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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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

當今設計界常出現一種矛盾的

現象，在追求復古與懷舊的訴求

下，使用目前現代材料及技術，卻

又沿襲著傳統的外在形式，這不僅

違背了材料及技術最適合的利用方

式，犧牲了最佳特性呈現的機會，

並且也使得傳統形式所蘊含的意義

蕩然無存，這只是一種虛假的外在

否能充份了解其精神所在，唯有徹底的認知了解，才能在設

計時自然流露出屬於該文化的情懷。

（五）傳統與現代的斷層

中國文化在近百年來，歷經封閉而開放，中西思維的

衝擊，甚而體制的全然轉變。跳躍式的急速轉變，使傳統文

化與現代生活間出現落差，如何擷取傳統賦予新意，使之與

新的生活型態契合，正是本土化設計所需努力的目標。

我國在傳統和現代間出現了明顯的斷層，如能將傳統

延續創新，注入新的活力，才有可能產生屬於自己的「現

代」。反之觀察西方國家因工業革命產生新的材料與技術，

且又能適時地把這些新的發現找尋到新的表現方式，而不拘

泥於傳統，使一切都能極自然地連貫共存。

中國雖在以往數千年中有與西方片段式的交流，但卻

在近一世紀內，數千年的文化根底完全被西方的生活方式及

觀念擊倒，而西方強勢壓境時，又正值我國積弱不振之際，

使人民對自身文化信心全失，並體會到西方發展的成就。在

這種崇洋心態之下，不加思索地便將本地固有文化棄置身

後，幾乎少有人冷靜思考過本地文化產物的優劣與進步空

間，可以說根本沒有給過自己任何申訴和平反的機會，便全

予推翻，以西方產物代之。因此本地文化傳承突然中斷，而

西式文化全盤入侵。

在科技、交通均長足進步之下，現在各行各業均以

「國際化」為前提，國際化的訴求現實地壓制了本地文化存

在的空間，甚至雖有部份有心人士欲將本地文化發揚至國際

間，仍需將本地文化稍作協調，其更改幅度有大有小，但難

在修正後保留原有含義。一個明顯的現象是，愈是資訊發

達、國際化的都市，西化程度愈重，愈不見自我的文化特

質；只有在訊息愈落後的偏遠地方，才能稍見本地文化產物

殘存，因為他們所受的衝擊及進步壓力較小。這是一個很現

實的局面，如果不跟上國際化的腳步，勢必遭到淘汰；但大

家同時追求國際化所應蘊而生的設計，將產生極高的同質

性。而很遺憾的是當前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國際化，幾乎就和

西化同義。在這局勢之下，除了將心力放置與國際並駕齊驅

之外，也該回頭重視保留自己的文化根基，否則在將來大家

可能很難再回想起自己究竟是誰。

圖20 功能重於造形的產品。

圖19 科技性的產品如電視，極少有地域性

文化意義存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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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迫手法，而非兩者各自該有的自然和諧呈

現。這樣的作法，雖看得出努力的成份，但充

其量也不過是「沿襲」了傳統，而未有真正的

創新。

在我國，傳統文化之所以逐漸式微，便是

因為缺乏創新的動力，使之停滯不前﹔但另一

方面，人的生活需要不斷進步，此時，西方文

明又能適時跟隨腳步創新，明顯相較之下，我

國內憂與外患同時來襲，本土文化的失落，便

不難理解。

在此時，中國風興起之際，正是我們可走

出自己的路的時刻。各國可說是自行將潮流的

主導權交給了我們。世界各國無論怎樣試圖深

入中國的風格，終究還是只能從表層上習得一

些皮毛，唯獨我們先天就受到中國的文化薰

陶，如果肯更認真地去挖掘傳統的寶藏，更細

心去研究如何將其運用到現代的事物上，一定

能讓台灣重回到世界舞台，並大放異彩!

.

九.註釋:

1.官政能著，產品物徑，頁95，藝術家出

版，1995。

2.官政能著，產品物徑，頁95，藝術家出

版，1995。

3.陳文生，林振陽，從文化生活型態探討台灣

輕型機車產生意象。

4.陳振輝著，中國的現代造型觀創作理念，頁

46，1995。

5.陳重任著，中國設計哲理探討。

6.整理自 官政能著，產品物徑，藝術家出

版，頁92-95，1993。

7.原有的地域性文化已被打破，形成世界性產

品文化，使得不同地域的個人因對共同文化

層面及方式的認同，而有類似的生活認知及

生活方式。‧‧‧這種現象，或可簡單解釋

成，一方面由全球主義風潮的提倡所影響；

另方面則是工業產品和資本主義相結合的結

束。（官政能著，產品物徑，頁92，藝術家

出版，1993。）

8.德國學者亞歷山大‧努邁思特（Alexander

Neumeister）則認為，若能透過以涵構為基

礎之設計觀點考量，將更能使產品設計中的

文化特質加以顯現。所謂「涵構性的設計」

意即：

（1）考慮原發性的根源、價值、行為及生產

方式，同時也應研究現今新科技如何滿足人

們基本需求的可能方法。

（2）使歷史、發展及應用發生關聯，在理想

的狀況下應當讓使用者和產品有廣泛對話的

機會。

（3）不只是使產品多樣化，同時更應該確切

要求文化的特徵。

（官政能著，產品物徑，頁95，藝術家出版，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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