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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各民族的傳統宗教，無不以神祇信仰為宗教信仰的核心，而宗教符號與象徵，是人們心目中神祇形象的具體顯現。而

宗教文化商品是一個「文化符號」的具體呈現，因其含有宗教內涵，頗受消費者喜愛。 本研究在消費文化浪潮下，以「宗

教文化商品」為研究對象，探討宗教文化商品上宗教圖像符號應用設計之現況。研究目的（1） 收集各大通路以宗教為主

題的宗教文化商品。（2）分析各宗教文化商品中商品主題與圖像符號。（3）分析宗教文化商品的宗教圖像符號表現形式

與風格。（4）整理並建立各宗教文化圖像符號資料給從事相關設計的設計師、廠商為設計文化商品或學術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結論如下（1）台灣民間信仰的文化形式可作為創意產業。（2）宗教圖像符號是宗教文化商品必備要素，具有展現

宗教文化美感與價值性。（3）台灣宗教文化商品是需要設計的，商品種類與宗教圖像表現形式應可多樣性。（4）宗教文

化商品必須建立品牌，有助於台灣宗教文化創意產業的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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