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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與人之間，「面具」始終替代每個人不為人知的另一面，人總是戴著許多面具、扮演著很多角色，因而促使各國

家保存其特殊的面具文化。故面具帶給人們有無限想像空間，從五大古文化到近代文明，無不藉著使用面具，來呈現這個

非人非現實的境界，因此面具文化可以說是橫貫東西與上下時空的橋梁。 相對於東方以色彩和造型來區分善與惡，就民俗

藝術中的官將首、八家將、西方的嘉年華－威尼斯面具，所引用色彩來凸顯各項角色，故眾人無不藉由慶典的機會，極盡

的運用各種有機線條，以炫耀的飾品與搭配及設計，且藉由面具的保護、掩飾貧富的差距，善與惡的界線，在面具的掩護

下，人人皆平等。 本研究欲了解一般民眾對傳統面具及面具與創作的認知與意象，具體得知一般民眾對於面具創作的心理

意象為何，以做為推廣創意面具之依據，並作為創意製作同好者的參考依據。 此次研究採調查研究法，選擇12個研究者傳

統與創作的創意面具作品為觀察物，使用語意差異法製作問卷，透過問卷調查以非隨機抽樣方式採集樣本，收回之有效問

卷共320份，將有效問卷資料輸入SPSS12.0統計套裝軟體以分析問卷資料。 研究結果顯示，性別無關乎受訪者對於創意面

具的喜愛程度，但年齡是一個關鍵，受訪者對於創意面具的喜好會隨年齡而有所改變，若受訪者曾接觸面具創作，亦表現

出較為喜愛創意面具製作，這些研究結果均可作為日後推廣面具製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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