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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書法藝術具有諸多藝術價值，亦具有其獨特性術，表象的筆勢、形態、用墨的濃淡乾濕呈現，內在的書法家的情緒、自我

風格的傳達、充分表現出中國的人文精神及其?涵，具有傳遞文化、表達思想與情感的作用。書法藝術的內在潛能，隨著

時代工具的演進，在數位化當道的時代，另顯其獨特之處，如目前許多新科技、新媒材、甚至新藝術之研究，往往藉助傳

統文化而找到新的出路或新的組合。書法藝術運用在建築空間上也是如此，將其中動靜之態、虛實之美轉化為建築的三度

空間、甚至四度空間，使得建築物不再只是建築物，而是一種遊走於理性與感性之間的藝術設計。 本研究藉由以經典範本

由于右任先生所著草書千字文為主軸，集合前人的草書方法，歸納出標準草書的一套法則，將各字的線條加以分析來建立

模型，以標準草書的規則去形變部分空間元素來符合空間之機能，藉由分析、拆解、歸納、確立規則，將書法最原始的文

字線條元素轉化成建築中的設計元素『線』，運用Auto CAD能彈性地在 2D 與 3D 探索創意，利用聚合線之功能，描繪本

來在拓帖上之文字，找出文字邊緣，將其定義的線條在Rhinoceros的特性建立、編輯、分析和轉換NURBS曲線、曲面和實

體並在SketchUp在建立模型以編輯點、線、面、體的作業方式，讓使用者可以更簡單，迅速地將垂直及水平設計的概念呈

現出來，再以空間規劃其機能，按機能之需求，歸納適合其機能的線條置入空間，並做形變配置創造空間，藉由操作手法

來傳達這些訊息，尋找一種合乎邏輯與具有規則性理論基礎的方式來探討書法意義。利用尋找出的書法意義與建築數位空

間做結合將是個重要的一個議題，進而創造一個新的設計手法，此外設計手法會因本身基地大小而受限，以及會因形態的

關係，造成空間會有許多不規則的空間待加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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