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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歐美文化強行輸入的年代，喚起我們重視中國東方元素多元化之民族特色和文化歷史的傳承，運用當代西方設計元素

結合中國東方元素，將兩種文化相互碰撞衝擊，從文化符碼中尋找象徵意義，讓新、舊之間的文化對比和衝突性可以相互

融合。 紋飾因人類為了裝飾而產生，從文化歷史中萃取出的紋飾符碼，讓紋飾可以從複雜的圖像抽離到抽象簡化，從中萃

取其元素，將紋飾符碼和符號組合或演變之後，藉由紋飾和物件本身的交集，讓金工創作可以運用金屬材質的特性結合紋

飾符碼，跳脫傳統思維方式，重新看待文化之美，以新奢華的概念來做為品牌形象之衍生，在文化形式中尋找它的象徵意

義與歷史中尋找與當代文化契合的組合方式，作為創作靈感來源。 以萃取紋飾符碼元素運用在金屬飾品設計中，透過金屬

材質的精緻手感，讓紋飾與器物形式相容並展現在個人作品當中。

關鍵詞 : 東方元素、文化、紋飾、符碼、符號、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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