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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今日第三世界和大陸工業大量快速崛起，台灣的競爭優勢已逐漸被取代，當國人思索如何在世界舞台上與人競爭或者獨樹

一格時，是否回頭尋找一下失去的文化根基，從根基做起，故本國傳統文化的探尋及整理是有其必要性的發展。本研究的

目的嘗試就這一課題深入研究與探討，其成果期望為台灣文化奉上一點心意，並提供設計師傳統文化的意涵給予設計上的

啟示應用。 本研究步驟就以鹿港天后宮為研究範圍對建築物及構件，作密集資料收集及拍照，由廟宇所採集到資料予以彙

整，並商請五位專家作訪談調查，透過因子分析找出傳統建築符號因子。再透過設計相關學生的了解程度和認同程度，經

過兩階段的問卷和資料分析之後，比較數值和比對了解度和認同度，找出了解度高又認同度高的傳統建築符號，將這些符

號作萃取和轉換成設計造形，奏後再運用到公共座椅上並做驗證。 研究的結果得到許多造形設計上之古蹟建築符號的形態

認同之設計要素，充分反應台灣廟宇在人民心中是代表神聖的地方，具有崇高地位、安定人心、保護子民等精神層面因素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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