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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依循海德格的存有哲思作為追尋空間與人的關係，情感是人類生命的重要屬性，具有不易察覺、個別化的特性，但

在我們生活居住的空間卻又有其自明性，本研究為住居環境的日常性論述，從人的生存向度理解人的生活內容與住居空間

的情感關係，並嘗試以梅洛龐的身體知覺現象揭示空間與人互為「主體性」的關係，此脈絡指涉人的實際生活面與實存空

間的本質意義在於日常生活的實踐過程，人與住居空間的互動形成的意義。 本文旨在文學文本分析方法的基礎上，以文學

作品「廚房」揭示住居空間的情感現象及解讀空間的特殊品質隱含的意義；據此建立情感設計的架構探討，空間經驗是由

自身產生的，因個人的性格、特殊經歷產生不同結果，是屬於非常個人的生活內容，因為其中安置了個體曾經擁有的許多

經驗，內隱於其中的情感將過去與現連結起來在且互為脈絡。 研究成果為空間營造者提供了人性思量的設計思考，為空間

使用者提供了符合個人特殊需求的情感慰藉，在此本研究提出，空間營造設計者應充分了解住居者的生活背景及細節方能

引導業主提出情感面向的需求，據此提出正向情感的設計以避免引起負面情感的設計，方能達成住的品質。

關鍵詞 : 情感，存有，身體知覺現象，空間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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