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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隨著人類生活的日益富裕，人類需求層次已經由基本的物質需求轉向品味生活，甚至趨於精神層次。目前整個世界

以國際化為主要潮流，同時卻也讓每一民族間不同的文化特色更加鮮明，國際化潮流帶給今日人類更便利且豐富的物質生

活，而民族文化則是提供了將來人類生活品質與精神思想的泉源。 長期以來，西方文化一直是工業設計領域的主流，無論

從一般市售產品或是每年新一代設計展學生的作品中，可看到許多模仿歐美設計的影子，而很少發現具有文化性的原創構

想。正當中國文化逐漸抬頭之際，工業設計應該積極（地）深入探討文化中思想、制度與器物三個層面，並從中吸收轉換

成設計的內涵，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設計模式。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中國傳統器物風格為設計創作的根源，藉由專家訪談

以及文獻歸納，萃取出中國風格中最具代表性的青銅器為探討的對象，深入研究歸納出其有形之造形元素與無形之風格意

象，將所歸納之有形、無形元素應用於具有文化背景且可融入現代生活的「火鍋」設計上，提出電磁爐與烹煮器皿二者整

體外觀與意涵的新提案，使現代電器產品能兼具便利性與文化意義，達到提昇生活品質之目的。最後經由設計評價檢測本

研究之設計結果，驗證受測者對本研究設計之造型提案可感受具有傳統器物的風格意象。期望本研究的程序、方法與結果

可提供後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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