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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Herder

W. Humboldt

Schleiermacher Droysen Dil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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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ypothesis of Culturaction

Power

unilinear evolution

Edward B. Tylor

Henry M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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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2-1 

Vedda
61

61. 1993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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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

下，萬國來朝，任何貴重的東西，應有盡有，這是你的使節親眼看見的，故不需

要你國貨物，特此詳細示知。 告訴你國王：天朝物產豐富，

無所不有，根本不需要跟外夷互通有無。……現再次明白曉諭，你當上體我心，

永遠遵奉。
63

62. 91 918

63. 91 92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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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王朝像一只破船，也許不會馬

上沉沒，要漂流一些時候，隨後在岸邊撞個粉碎，在舊底子上決不能重建起來。
64

10-2-2 

6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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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271

在唐，可取佛畫的燦爛。

66

65. 

66.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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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因為攝取民間文學

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 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

68

6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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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設計文化基礎的探討，目的不在於以『本土化』（我族文化）來排擠

『國際化』（與外來文化、他族文化），相反的，目的在於藉由了解各種文化後，再

以自我所處的社會文化為主來吸收各種文化的優點與活力。文化排擠與吸收的問

題，在於如何了解文化，如何排擠或如何吸收。文化其實是一種很強韌的『人為』

系統，要經過系統釋放與解構才可能進一步深入理解進而處理（操作）；在設計

領域更是如此。

M. Weber

23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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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釋放指的是一種沒有文化負擔下的對異文化理解的方法；而解構則是對習

慣（文化）系統的釋放。透過原有文化系統組合規則的釋放，才能從現狀中再度

提煉出原則與知識。同時，解構是對『權威』的質疑，對『老舊』知識的質疑，

更是對『異質文化』與『正統文化』的兩面質疑。

要振興民族風格，必須敞開胸

襟、海納百川，方可注入革新的因子。

1. 

2. 

3.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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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文

化符碼就是提醒設計師，能夠敏銳的注意到文化差異的分析方法，並且能將這種

『有用的分析』運用到設計作品上的一種設計方法。

1001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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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Post-modernism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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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s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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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10-5 

69. 1994 151-155

1. 

2. 

1990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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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01

101Mall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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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0. 1995 66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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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向，簡單地說，從中國藝術傳統出發，堅持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精

神，借鑑西方藝術，批判地吸收，以建設現代中國藝術這個方向與中國文化現代

化的大方向一致，中國藝術家不能自外於這個歷史使命。
71

我們要相信偉大的傳統中許多瑰寶，仍然是我們建設

現代中國畫的源頭活水。我們如果對傳統沒有深入的、正確的認識，空喊中國精

神的回歸，沾一點東方玄學曖昧皮相的邊，不知道中國傳統有許多實實在在的東

西，還是根本沒有希望。而且在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衝擊之下，因為沒有主見，

沒有定力，便只好成為「俘虜」，實在還歸咎於我們對傳統的缺乏認識。
72

我認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藝術，絕不誕生在民族藝術貧乏頹萎的地方，而

必是誕生在民族藝術繁榮茁壯的土壤上。
73

71. 1991 49

72. 1991 68

73. 1991 108

1 2 3

1. 

1996

2. 

1996

3.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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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如果對歷史文化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那麼，我們就好

像站在一平面的荒原上，沒有依憑，沒有靈源，我們的創造力是必然單薄而有限

的。

8911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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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建築的創造，如同一切藝術的創作，不應該受規矩的拘束。……希

望他不要立下圈套來摧殘或束縛我們青年建築家的創造力，希望的是我們的新建

築家『溫故而知新』，藉此增加他們對於中國舊建築的智識，使他們對於中國建築

的結構法有個根本的、整個的瞭解，因而增加或喚起他們的創造力，在中國建築

史上開一個新紀元。

NB 2004

BenQ 2004 3

Be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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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能說去『表達』中國風格，這是

很勉強的，應該說是去「設計」。你是中國人，是學建築的，只要不崇洋、不去抄

外國的東西，那麼作出來的東西多少都會有中國的精神在裡面。

日本從古代建造的東大寺全部是採用中國的風格，

以至明治時期的國家級的建築也大多是洋風建築來看，說明了日本所謂國家的樣

式有兼容多方面的內涵。」磯崎新進一步闡釋：「即便我引用米開朗基羅的東

西，也是按照日本的做法，它已經不是米開朗基羅了。就如同把各種食物原料按

照自己的口味做成了日本菜（不管這些原料最早都是中國的、或是歐洲的），日本 1980

1989

1992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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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把世界的文化作為遺產來繼承。

2005

2005 2005

ALES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