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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東方風格設計在全球掀起一股關注熱潮，但多數的東方設計都不是將東方風格的精神融入在產品體內，而是有如貼上去的

標籤或符碼。需要以現代全新的審美觀點重新審視傳統文化，在充分理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延其意傳其神，將產品設計提

升達到國際水平。 透過文化特色的轉換產品設計的三種層次分析找到三星堆文化風格是如何在影響在設計上特點。神權思

想影響了古蜀人視覺造形強調設計，像是針對重點所要強調進行造形上的設計。關係美學理論核心共同時代背景，分析三

星堆時代精神層面與現今時代重新審視找出產品對人的相互關係，三星堆產品在當時使用當作祭祀活動中一種跟神傳達訊

息及溝通的媒介。當初的傳達途徑只能用視覺造型讓人感受到神的力量用造形做出意象，現在能運用科技轉化擁有當時神

的能力，像是能控制光、聲音、嗅覺、味覺等，這是從對大自然學習產生科學及技術而發展出科技，讓人們知道古蜀人所

強調視覺表現是因為當時這些都是一種對力量的崇拜，透過功能強調表現讓古蜀人擁有他們嚮往的力量。 實務產品設計選

定現代生活產品－智慧型手機、音響與壁燈作為應用三星堆風格轉化現代產品之設計。發現三星堆風格設計出來產品屬於

直覺性感受，透過造形視覺強調產品功能性，且擁有神的力量及生命與自然形態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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