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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器物型態的演進就現今多元的社會來看,不同守法的運用及能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的造形;因此設計師在 創意思考上的衍生,為

滿足生活上的目的,提供人們在生理、心理上的各種需求,由過去記憶經驗的累積 所延續產生的奇妙情感。但過去這種記憶

萃取拼湊的訊息往往取貌遺神,形態上的套入轉換、粗淺複製 了文化的精神,雖有似思古(NOSTALGIA)的情誼,但相較於器

物對於使用者而言,其內心在的心靈感動或 化承接上卻也日漸淡薄,其存在地位的重要性很容易被霸權集團(HEGEMONIC

GROUP)似的流行文化所左右 ;如此的器物關在數量、速率上怪速充斥著我們的週遭環境與危害自然生態,造就短暫的生命

週期、也構 成人們心靈上的負荷。就目前這樣的現象演化真的是滿足人們真正的需求嗎?這些疑問都是等待釐清的。 因此

在本研究最終所要呈現--當器物的使用者也能夠感受傳達到這些情境形態時,變能夠與關聯的脈絡 有所聯繫。為維護著人群

的記憶與設計本貌,形態的意義也在這過程中被自然的引發;將這些群集的訊息 作為整個記憶喚醒的基礎,而發展出屬於不同

情感的情境屬性變化,並提供設計者全新角度的觀察面向, 以及更為寬廣的創意思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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