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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stival lanterns are more and more exquisite and refined in Taiwan. Every year at the Lantern Festival there are crowds of people

enjoying the colorful and extraordinarily-styled lanterns in diversified areas. This research, with quantified questionnaires as the tool,

surveys the image feelings and preferences of people to festival lantern patterns in Taiwan, analyzing and studying it by the SD

method with selected 12 lantern patterns and 14 groups of image adjectives. 296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obtained through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n aiming at stylish lantern samples, it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correla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specific

image designs and corresponding perceptual consciousness, thus as the references for lantern creators and manufacturers in

Taiwan.Here are the main conclusions from the research: 1.Patterns with old themes but new creations are very popular. Influenced

by diversified cultures, even themes on auspicious spring festival are more innovative along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times.

2.Themes on religions are all welcomed by the mass no matter how times change or how the society evolves. There are only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affection degrees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3.There is obvious joyful atmosphere among those interviewees aged

below 20, mainly females and students, especially on joyful images. 4.Modern lantern patterns popular among the mass in the

festivals gradually get rid of vulgar images. It is mostly recognized that lantern images should be auspicious and gorgeous.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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