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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將中國書法藝術之創作思考模式及其精神引入建築空間設計的思考之中，以期能夠推論出「書藝式設計」之思維模

式與美學意涵。進而將其應用於建築空間設計的領域上，確立書法藝術與建築空間設計結合的可能性與發展性。 　　本研

究屬於探索性（exploratory）研究，以文獻探討法作為基礎。除探索各家之創作思想外，並運用關係探討、比較分析、案

例實證等方式，推論與印證書藝式設計思維的模式。 　　整體而言，本研究將「書法藝術」、「書法美學」與「建築空間

」三者間的關連性作一概論性的推導，並推論出「書藝式設計」思維的模式，以期影響建築空間設計的思維和觀念，並能

不斷地反芻與創新，開拓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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