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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西元1945年之後，因為工商業的發展迅速，消費需求大量地增加及市場上的大量投資，導致市場越來越為競爭，

設計也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日益受到重視；然而在設計的領域裡，西方設計似乎成了設計的樣本，如何走出屬於我們自

己的設計，當然也在於自我特徵的知悉與發揮。在此希望藉由本研究，以人類思想之延伸的傳統民宅為主體，藉由文獻之

探討回溯祖先思想之本源，解讀傳統民宅所掛上之符號，並轉化成形態符號運用於設計之中，使設計融入文化之後更具意

義性。 本研究以閩南式建築的屋頂之曲脊部份作為符號萃取之開始，以資料的蒐集確認符號的存在及萃取，透過因子分析

法取得主成份因子，並進行分解形態以取得每一樣本之重要形態部份，進而作主形態的確認；最後驗證階段將結果運用於

燈具之設計，並將設計之結果進行調查訪問。 在最後的結果所呈現的正面反映，認同了所作的設計，並且的確是將傳統民

宅之曲脊部份所轉化的意象之主形態結果，具有代表身分地位特徵之意象形態運用於燈具的設計上。 關鍵詞：傳統民宅、

曲脊、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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