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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以專業掛帥的現代，仍有許多非專業的「素人」，以自己的理念親自動手進行建築空間構築或改造，有些以非建築材料

如貝殼礁石裝飾外觀，有的造型特殊如雕塑品，或用鮮艷的色彩樸素的線條彩繪出美麗空間等，其間蘊含著素人的心靈意

象及創意，引人好奇而想一窺究竟。 本研究以「素人建築空間」為主要探討對象，採用個案研究法並實地訪問素人建築家

，討論其創作動機、生活背景及施作過程，觀察記錄建築物外部環境、造型特色及材料應用等。從訪談資料中，整理歸納

出素人建築家與素人建築空間的特質，企圖尋找出其原創內涵，冀望可做為從事建築空間設計者的參考資料，本研究認為

值得向素人建築家學習的計有以下三點︰ 1、活用材料創新作品︰素人建築家選用普遍常見的鄉土材料甚至是廢棄物，運

用巧思創造出令人驚艷的作品。 2、綜合工法創新技術︰自學的施作技術主要有木工、泥水工及電焊技術等三種技法，素

人建築家均未受正式訓練，因創作需要而自學簡易技法，卻能綜合應用創造出新技法。 3、創意奔放突顯特色︰素人建築

家無論建造、裝修改造以及彩繪等，均為自家的建築物，無業績的壓力，可以恣意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奔放的創意使得建

築空間獨具個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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