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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的產品設計概念已經廣為人知，因文化符號而行銷成功的，往往獲得難以取代的領導地位。今日，人們追求個性化

消費的同時，產品都具濃厚的文化內涵，成為消費者產品選擇的價值認同主因。近年來產品設計的趨勢轉向展現本土文化

特質，突顯當地文化特色，使產品更具吸引力與市場競爭力。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藉由本土文化特質了解台灣在本土文化

上的基本背景與其獨特性，並透過文獻對本土文化的了解，從台灣社會背景與民俗信仰的了解，到寺廟的裝飾意涵與圖像

中尋找與歸納出具有本土文化的特徵，針對台灣本土宗教信仰寺廟裝飾相關文獻的整理，藉以尋找台灣在本土宗教信仰方

面較具象徵性之文化特色、特徵。本研究透過問卷的分析得知，寺廟具有「嚴肅」、「樸實」、「莊嚴」、「誇張」、「

細膩」、「穩重」、「雅致」、「成熟」、「繁複」、「華麗」等十種意象，再經由圖像問卷配合訪談得到「雅致」、「

繁複」、「細膩」、「成熟」、「華麗」、「嚴肅」、「莊嚴」、「穩重」、「誇張」等九種圖形意象，最後將這些屬性

轉換為設計元素，歸納出具有本土文化意象之設計風格並運用在產品的設計之上，藉以讓產品具有本土文化的特色提高其

在其他類似產品中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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