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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空間需求不斷的演進，設計者與使用者不再只是聚焦在空間的造型與機能，對於空間所隱藏的記憶

與內蘊的情感，實為逐步進階到設計中的思考主軸。 本研究以筆者創作案例來探究建物修建過程的思考、設計、施作以做

成記錄，並加以分析、萃取、比較，進而找出一種以人的情感記憶為設計實踐的思考脈絡。再以空間之回饋來內化及省思

，從而於另一個設計案中實踐。係以創作論述與質性研究相輔進行，採用個案研究法、觀察法、行動研究法、比較研究法

等綜合行之。在每個案例的論述中採敘事式的架構呈現，從設計緣起、設計理念、空間的敘事、空間的回饋效應等四個主

要部分予以串接。係結合了心理喚醒情感脈絡以及將記憶聯想置入設計的一種方法，強調的是對意象存在的觀察及其個體

意圖的了解。發覺觸動他人的情感記憶及現象之後，經由設計者本身的內化與需求者產生共感進而轉化於空間呈現。設計

者必須培養見微知著的觀察力、內省力與感官能力來接收空間訊息，貯存多方的記憶與經驗，並思考將接收到的「訊息」

轉譯為內在的思維再作詮釋。 以情感記憶為核心建構的空間，除了讓居用者更深刻體會到生活的態度與價值，也因空間與

個體之間的情感記憶會不斷地產生交互回饋、進而將這種態度與價值在潛移默化中傳播，形成一種新的空間思潮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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