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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文化創意產業的風潮下，鹿港蘊含豐富的文化資源是在未來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雄厚的基礎。而鹿港觀光業在發展文化商

品的過程中對地方文化認同感的追尋與認知，繼而創造特屬的文化價值與深度更為重要。

本研究透過訪談與文獻分析，了解鹿港天后宮建築符碼其文化意涵，並藉此導入工業產品設計開發的手法，在文房用品開

發設計產品的創作實踐過程中，設計創造出具有吉祥氛圍的文化創意產品，期能讓消費大眾認同文化商品的價值。

本研究透過訪談與產品開發，分析歸納出以下結論：（1）透過分析建築符碼意涵展現文化延續的價值性之重要。（2）傳

統與現代接軌同時取得平衡，應用創新的設計手法與現代工業壓克力材質，賦予文化產品不同的質感。（3）將建築符碼

構件分七大類分析，結果應用於產品設計。（4）透過設計的七件文化產品的設計過程及產品展出，讓觀者了解其設計的

重要性，希冀讓其他同性質的文化商品設計也可以嘗試運用之。

本研究最後提出七件祈福祿具有吉祥意向的創意文具文化產品，並實際做出模型，除了利用建築符碼詮釋吉祥的意象並呈

現廟宇祈福平安的氛圍，並希望最後有機會以量產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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