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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盧詩韻 Shih-Yun LU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數位內容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再現美學
台灣設計潮流百年
A Century of Design in Taiwan

從多元設計的當代台灣看設計的未來

新的事物的出現必然夾雜著舊的形式或原素，

這不只是因為人們的想像追不上事物的發展，也是

為了舊有原素其實保留著過去未能完成的願望。新

事物的作用不在於新，而在於完成壯志未酬的過

去。　— 班雅明〈機械化再生產時期的藝術品〉1

回憶與遺忘

「D e s i g n」此一名詞，廣義而言，設計意
旨「企劃」與「構想」。於義大利文中被稱作

「Disegnio」，是指一種「描繪」的行動所產生的形
式。於William Dunlap2 的著作中為設計下一定義：
「廣義的設計包括：視覺藝術，意旨所有的藝術的

表現形式⋯⋯」3。

追憶當代台灣設計思潮脈絡，由於近年來台灣

已從勞力密集工業轉向技術及資本密集工業，生產

力的來源逐漸以無形的智慧財產為主，創意設計產

業形成另一種相應於感性價值之文化經濟產業。

台灣的設計文化，隱喻著設計不僅必須契合

城市商品生產之需要為基礎，並於現今符號化消費

型態中建立自己的風格而且直接建立在人類的想望

之上，富裕之後。使用者的想望在現代消費中扮演

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透過社會結構的認證來尋求自

我慾望的滿足及階級的認同，設計為創造自我的名

牌，這個符碼導向品味，最終象徵地位財富，消費



69美育第180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180

A  C e n t u r y  o f 
D e s i g n
i n  T a i w a n

意識因之抬頭。在附和及追逐物質主義的同時，惶恐也隨之出現。「商品就像隱喻一

樣，可以是任何事物，因為它本身已挖空了使用價值」4，「機械化再生產捕捉的是事物

多變、剎那間便消失的一面。它所展示的現實是片面但卻是深入的」5。班雅明提出：

「一旦物品包含了某種意義，它可以隨時被剔除，由別的補上。⋯⋯時髦的意義的更替

就像商品價格起跌那麼快。商品的意義就只有價格，做為商品，它再沒有其他意義。

⋯⋯」6。「人的感觀形態是隨著人類整個生存狀況而改變的7」，當大眾追求同一的生

活理念（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8）時，人們感受不到生命存有之人文特質及自我個性的消

逝，所謂格調變成一種當代群眾反應的共同美學，新的生活及價值觀會因此產生。

歷史主義還原過去，但卻不可以令過去活於現在；過去就只有抽象的價值，只有作

為歷史文物的價值。過去也就變成物品，一些要不斷翻新，而不是本身常新的物品。面

對這樣的過去，就只能沈思；因為事物本身的意義已不重要，人們以前對事物的看法才

重要……故事的意義不在於可信而在於傳遞人生經驗9。

回顧當代台灣追求卓越設計的設計史，台灣從早期的一片荒漠與未受重視，直至

今日的台灣當代設計已僭越為將人們對生活的想望，結合藝術與設計至實用性的生活物

件，並致力於將設計落實於對當代生活美學的關懷與嘗試。

 
 超越設計

近年來台灣的企業陸續在內部設立工業設計部門，展開自立自主的產品開發工作。

1961年，中國生產力中心首先成立「產品改善組」，以致力於設計推廣；九○年代，韓
國甚至還派人至台灣外貿協會取經。1991年，Acer的486電腦，得到了設計界奧斯卡獎之
稱的iF獎之優良設計肯定。然而，於當時台灣製造實力正在巔峰的時代氛圍下，好的設
計作品，只是一種「氣息的光暈」，在一個接著一個的震驚中消散。

設計在台灣的發展，屬「工業設計」較早受政府輔導與重視。在台灣最早有工業設

計意念的是美援會「GUSA」，是由民間機構所籌備成立，以推動手工藝及推動工業的
組織：接續於1955年成立手工藝推廣中心與生產力及貿易中心10。台灣工業化不過數十年

的發展，而西方卻已費時百年，因此不同層次的發展得以兼容並蓄。工業設計不能與商

業流行體系脫節，商業流行的更迭速度翻湧變化。由於台灣對當代以來的設計變流瞭解

不夠透澈，常受到歐美、日的影響，囫圇吞棗地複製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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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於台灣推行幾年後，工業設計協會

「CIAD」於1967年正式成立。1973年工業設計
及包裝中心成立，仿效英國1944年「CoID」的組
織，分工業設計組、產品包裝組、設計教育組、

資料出版組、展覽宣傳組及綜合業務組六個部門
11。另外，台灣早先企業的設計部門，其中包含裕

隆汽車、羽田、三陽、建弘電子、泰瑞、宏碁電

腦及燦坤企業等，以及家電產業中成立甚久的設

計部門，另外包括貿協、工研院等單位的設計部

門，構成當時台灣最早的工業設計力量。這些公

司產業單位除了以自身多年來累積的技術能力，

加上學校培育的設計人才，陸續開發出自己的產

品與品牌進行銷售，擺脫了早期OEM為主的產業
設計外銷產品。近年來，時尚設計重鎮義大利米

蘭開始代理台灣家居品牌，米蘭家具展並邀請台

灣工業設計學生參展。近三年，台灣拿下四大國

際工業設計獎的一二七獎座，追上日韓。從MIT
到DIT（Design in Taiwan），台灣堅韌與熱情的設
計力，於當代台灣資產階級藝術創造了高感性創

意價值表現。

發展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篇
設計是時尚、是知識、是生活、是詩篇，是

理想生活的美學實踐；設計從消費者的需求與想

望出發。

2006年台灣於德國iF產品設計大獎，於全球
2,332件參賽作品中，拿下542個設計獎中的28座，
首度追平由三星、LG領軍的南韓；明碁更奪下10
面獎座，成為單一獲獎最多的台灣廠商；而累計

奪下世界三大設計賽（德國「iF」、「Red Dot」
與日本「G-Mark」）的總獎牌數也達64面。此
外，華碩電腦工業設計師蕭銘楷設計的「W1碳
纖維寬螢幕筆記型電腦」，更拿下50面金獎中的
唯一座台灣金獎座，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擊敗

了新力與三星。2008年的德國「Red Dot」紅點
設計大獎部分，台灣在公布的產品設計類得獎名

單中，勇奪了六十多個獎項，其中還包含了五個

Best of the Best；德國「iF」工業論壇設計獎獎項
中，台灣的總得獎數高達九十九個獎項；美國的

「IDEA」設計大獎台灣則抱回二銀三銅；日本的
「G-Mark大賞」更有三十一項大獎的肯定12，台

灣設計師的表現洋溢著社會與經濟效益的雙豐收

中之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篇！

從現實面來看，台灣設計師奪得各項設計

大獎，儘管眼前並沒有立刻帶來短期可見的盈利

與豐收，然而台灣企業開始體認企業體質必須澈

底轉型，資源需要重新配置，藉由經濟產出過程

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除了著重於產品效率、成

本、標準化的理性思維，需加入優質感性的創意

價值，以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設計」，已經讓台灣企業從設備供應商，

躍居成為一種國際規模的品牌。「而台灣下游產

業的技術實力，對於正在崛起的設計力有極大的

加分作用，兩者若能好好結合，台灣將會有令人

刮目相看的精彩表現」13。從工業產品、建築空

間、藝術時尚與視覺平面，台灣設計力呈現對未

來美好的期許，期待其創新價值為人類社會帶來

不竭的動力，創造激動人心的未來。 

工業設計的源起
台灣工業設計的歷史相當的短，僅僅30年的

光景，工業化初期，人們只關心產品的實用性，

較不注重其外觀或最佳化的操作方式；隨著工業

上的競爭轉趨激烈，產品的外觀設計隨之開始受

到重視，工業設計於焉興起，產品的適當使用、

人體工學以及人機介面的優使性（Usability）漸漸
受到重視。

台灣工業設計源於在民國50年，中國生產
力及貿易中心成立產品改善組，由美援會派美國

工業設計師Alfred Girardy擔任顧問，致力於「什
麼是工業設計」的設計觀念之宣傳及公開講習工

作，「以呼籲設計與製造是不可分離的」，並短

期邀請日本的小池新二教授、吉岡道隆教授和岡

林睦夫先生，對設計推廣工作作客觀的調查與宣

揚14。

1966年聯合國派德國設計專家J.Glasennapp
來台，並會同我國人員舉辦工業設計班，及1966
年之暑假工業設計訓練班，再由日本、德國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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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員共同教學，為國際性合作教育之嘗試，至

1967年該訓練班則完全由我國人員擔任教學。於
早先對於設計概念的推動，首先提倡「示範設

計」，其中包括有：冰鼎牌熱水瓶，由吉時洋

行、藝華及正大各工廠承製銷售，並替工業界做

產品設計。其輔導廠商計有：大同公司的冰箱、

烤麵包機，中興電工廠的冷氣機、冰櫃、冷熱兩

用飲水機及雙門冰箱，中國農具機械公司的殺蟲

噴霧器，聲寶公司的電視機，菸酒公賣局的菸酒

包裝圖案設計，中國化學製藥公司的標誌及藥

品包裝等設計工作。自外貿協會產品設計處成立

後，亦透過研討會、展覽技術輔導、諮詢服務、

出版技術資料等方式，推廣產品設計與包裝技

術不遺餘力15，但礙於廠商、企業、公司的政策

及以及整體社會與經濟力對等關係的美感教育問

題，審美觀感的重要尚未達到整體社會認同下，

使得工業設計的推廣困難，也導致台灣製造產品

給人品質不良的印象，而此種現象已於近年來改

善許多，製造業者已漸漸體認以「設計」的創意

與精彩為導向來提昇產品價值性。而今台灣所生

產的產品，已由過去的「OEM」代工製造到今日
的「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自創設計及「 O B M」（ O r i g i n a l  B r a n d 
Manufacturing）— 自創品牌，而工業局也全力推
動工業設計五年計畫：擺脫競爭，提昇產品形象

及品質，使台灣的設計產品走向全球化。 

台灣建築映像
台灣光復之初，受到戰亂破壞，急需修復、

建設，但因民生困瘁以及工商業之復甦與發展尚

未開展，缺乏自然的物資、工業困頓的情況下，

整個建築產業形態的運作非常艱難並且欲振乏

力。但經過整體社會的努力及經濟的改善，台灣

建築業已走向一個新的里程，隨著科技的不斷進

步，使建築及其相關技術也跟隨著進步，並逐漸

具有規模。「於民國35年政府開始設置營建局，
辦理一切省屬建築工程之設計、發包、監工，而

建築師與營造廠之登記管理，也由該局處理。當

時唯有三名建築師由上海來台，為公家機關作建

築工程之設計與監督。然而民間修復工程，仍多

由本省日據時代合格之台籍建築代願人負責辦

理。當時的建築產業人員，有供不應求的現象。

民國36年建設廳開始辦理建築師登記，但多未及
格，所以有暫代技師辦法實施，發給臨甲及臨

乙兩種開業證。民國39年始籌組建築工會。民國
42、43、44年，考試院舉辦建築技師與技副特種
考試。民國45年建設廳將臨甲及臨乙兩種開業證
取消，換發建築技師開業證，分甲、乙兩級。民

國60年公布「建築師法」，對於建築師之資格、
責任、權利、義務等加以詳細規定，建築師終於

取得法律之地位」16。

然而當時台灣建築產業形態仍未成熟，建

築的專業化乃待形成，包括：足量的技術工人，

建築師簽證制度，生產技術或廉價的新建材的開

發，營建法令的修訂以及建築與土木工程的分

工。此時期代表性的建築物乃以公共建築為主，

諸如：經濟部工業局大樓（華蓋，1951）、中央
圖書館（利群，1955）、農復會大樓（基泰，
1955）、東海大學校園建築群（貝聿銘、陳其
寬、張肇康等，1956-1960）、省議會（林澍民，
1958）、科學館（盧毓駿，1959）、故宮博物院
（大壯，1965）、國父紀念館（大洪，1972）。
此時期的建築教育主要以成功大學建築工程系為

首，而建築教育仍是以工程技術為主要考量，於

人文與藝術的風格上則是混同（Hybrid）在布雜
（Beaux-Arts）教育系統17 與包浩斯教育系統的異
質化之間18。

之後，台灣建築設計隨著各大專院校之建

築科系的陸續成立以及建築教育的普及，使得台

灣建築蓬勃發展。許多建築師及其事務所對台灣

建築的投入，許多好的建築作品因而產生。而隨

著國民的經濟力以及人文素養的提高，建築師在

設計時，不僅必需考慮建築之審美意象及實用機

能，更須考慮建築物所對應的周遭環境的統合關

係，建築業對人們生活起了嶄新的變化，並隨之

改變台灣城市的風貌與生活形態。

室內設計的外來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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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室內設計的自發性成分一直很低，卻受

歐美、日外來的影響很大。從作品呈現的空間感

及形式樣貌而言，諸如：

1.  前衛超現實設計感：此類設計，於空間中呈現
的是未來感氛圍，所傳達的是一種對現況的批

判、反省，或對前衛的、超現實的空間形貌的

神幻迷情。

2.  人文藝術精緻美學：此類作品，在於空間營造
出一種屬於精緻文化層面的品質，蘊涵著一種

人文或藝術性的氣息，表現出設計者對文化產

物的關注與愛好。

3.  洗鍊質純的美感：此類設計作品，以簡約精純
的建築素材，並以其空間內部追求永恆的精準

美學空間比例關係，予人質樸而又具高精確度

的感覺，整體空間呈現對精神性的強烈追求企

圖，明顯的表露出來自日本建築寓含的內在精

神19。 
直至1980年開始，室內設計行業才逐漸步入

較具專業性的階段，社會風氣的開放，資訊的大

量增加及快速流通，以及投入者多樣背景等，帶

來整體多元性的表現，以及相互觀摩、砥礪等作

用，對專業層次的提昇均有相當的作用力。室內

設計行業協調與斡旋（Intervention）了使用者的
想望與裝潢業者雙方的利益考量，實現與落實了

當代人類社會活動中極為重要的日常生活的「居

家環境設計」，頗富時代意義與貢獻。 
  

商業設計光譜
「商業設計」此一名稱最早源自於藝術教育

中以美術為主的「圖案設計」至「圖學」開始，

民國五○年代則開始出現以「美工」稱呼。由於

民國六○至七○年「美術工藝科」被列為工業

類，「廣告設計」科被列為商業類，從此「商業

設計」被細分成所謂的「平面設計」。而至民國

七○年後，學校之設計教育漸漸以「商業設計」

1  「悉尼」的公寓室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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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取代五○年代的「美術工藝科」，直至民

國八○年代後普遍稱為「視覺傳達」20 以及「多
媒體設計」皆為商業設計所屬產業的設計教育範

疇。

台灣的商業設計因社會、時代的變易

而有其不同的背景和面目，台灣由於隨經

貿、文教與國際間交流的逐漸增多，在傳達

（Communication）、行銷（Marketing）形象和品
牌（Branding）塑造上，商業設計成為一種強勢有
力的宣傳媒體，而受到台灣製造與服務產業的重

視。光復後，自四十年代的電影海報為始，其後

歷經五十年代的產品海報與宣傳廣告，六十年代

具藝術裝飾趣味的攝影以及插畫，七十年代以文

化和感性為訴求的視覺傳達設計，到八十年代結

合公益性、文教性、經貿推廣性的多元設計面貌 
21。台灣商業設計風格仍多以商業類、社會類、藝

文類為主，並隨時代和科技的技術轉變，由早期

以廣告、海報等平面印刷為主的商業設計拓展為

今日以多媒體、網路行銷的設計趨向。

分析台灣現代商業設計的風格，主要強調設

計師或廣告商對視覺造形、技巧的獨特創造力，

以對應商品或廣告業主特有形象的設計訴求，或

針對地域特徵和特定觀者、消費群為對策的設

計。就商業設計發展至今的成果而言，當代台灣

於品牌與商標設計上已有相當的國際化視野與實

力，並受到肯定。

設計 — 魅力符號 
站在全球化競爭的角度來看，台灣「設計」

在今日的成就與特質為何？台灣「設計」最原創

性的文化與生活思維又是什麼？而於台灣的設計

師們是如何從這塊土地尋找認同以及汲取靈感？

如何親身實踐台灣在地觀點的設計與生活？如何

展現與行銷台灣設計專屬的符碼成為一種設計的

魅力想望，是台灣邁向全球化與提升經濟力的重

要關鍵。

美感教育：一種價值判斷

美有何用？美之為物（What is beauty?）。

啟示也就只有在歷史裡才可以明白，啟示也

是美，因此美亦可算是歷史的範疇。這樣說的意

思不只是指美的準則會隨著歷史轉變，更深的意

思是指事物如果顯得美，那是因為它們被遮掩起

來。……因此，美本身並非只是外表…22。

日常生活美學化下之美感，其意涵不再是狹

義的，不單指的是對純藝術性作品的感受經驗，

而是對日常任何周遭事物所引發的特殊感受。此

一特殊感受並不一定需要具備有美學的專業素

養，而是一般人根據自己的認知和感受，對事物

所做的「美」或「不美」的直覺價值判斷。於當

代美學形式，藝術家不再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而

只是詮釋者。何謂「藝術」與何謂「美」，藝術

家不再具有最後的裁決權。於當代認定的美學

觀，是含糊與瞬息萬變的。而且大眾美學品味，

並非意味著低俗、不值得保存和反智行為。菁英

美學品味也並非代表著絕對的「高尚美感」的符

碼。 
文化經濟體系下，人們每日生活中所面對

的諸多象徵符號事物，生活美學是在運用密碼為

所遭遇到的符號賦予相對應的意義，美學感受基

本上是一種「解碼動作」，而生活美學正是個人

所擁有的解碼器。「不僅人、事、時、地、物可

以是承載美學意義的符號，色彩、光線、氣味、

影像、表現形式等同樣也是重要的美學符號，對

缺乏解碼能力的人而言，一旦進入到美感的場域

中，就像進入亂碼世界，無法瞭解其中的奧秘。

而生活美學可以說就是解碼器，現代人運用它解

開生活周遭符號所代表的象徵意義，生活美學使

得這些象徵符號不再是混雜亂碼，而是可以引發

美育第180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180



74

美感的代碼」23。在混同了藝術生活和美感日常生

活當中，這種美學想像讓人更親近生命的真實，

也更瞭解生存的意義。

過去屬於菁英小眾的藝術工作者通常與庸

俗商業產業壁壘分明，而企業人士亦認為藝術文

化是沒有商機無法為生計帶來利益的。實質上，

藝術產業之意涵非僅有消極性，而是具有正面積

極生產意義，「藝術產業有致力於解構傳統藝術

菁英迷思，讓文化更親近普羅大眾之『美學意

涵』；藝術產業並非只會消耗資源，而是具備有

實質上『經濟意涵』；文化藝術產業販賣生活想

像力、創意、教養還有品味，具有開發生活美

感，並讓文化與生活產生對話之『生活意涵』；

且藝術產業是一種非制式的社會藝術教育，並提

供藝術終身學習之良好環境」24，具有讓民眾體會

與實踐藝術（Art Practice），進行無形之藝術教育
的意涵。

正如班雅明（HYPERLINK "http://search.
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Wa
lter%20Benjamin"Walter Benjamin）對於藝術現代
性的看法：「在商品至上的現代社會裡，藝術作

品的異化例如具工商社會性格的城市建築、室內

設計、攝影、家具工藝、電影等，這些新興的藝

術都是異於往昔的藝術形態與不同的審美觀⋯⋯
25」。

漢寶德教授於2003發表〈後現代藝術教育
的迷惘〉一文，「回顧近代藝術教育的困惑和成

因，並將之歸結為理性的喪失，也就是古典美學

的衰微所致」26。漢教授提到原因有二：

「首先是階級論：階級論者總是認為沒有一種人

間的價值可以脫離政治的。因此，正統的美學在

它產生於西方文明中上流社會或貴族社會時就被

認定了，為什麼下層社會的人們都沒有審美的能

力呢？並非他們天生不能辨別美醜，是因為美的

原則是上流社會訂出來的，承認了政治對美感的

影響力，就無異於否定了正統美學的共同價值。

其次是商業掛帥：資本主義社會的商人們，看準

了正統美學是一個利益，因為人人愛美。不論是

視美感為人類所共有的本能，還是因為愛美是階

級的象徵，美是有賣點的；越是經濟先進的國

家，此情形越為明顯27」。

現代人的許多美感體驗經常是由消費商品

所引發的，許多當代設計的商品往往是美感的觸

媒，它隨時會去刺激人們的美感神經，激發人們

的美感行動；一件經過美學設計的消費商品即有

可能讓人產生難忘的體驗，並不斷的挑動現代人

的美感慾望。於當代消費性美學中，「事物已經

成為現代人日常生活的基本情境因素，在人的生

存周遭，人們從穿著、生活器皿、市容整潔、

商品櫥窗設計以及人性化的公共空間設計中體

驗美感，也成了大多數人的生活經驗」28。現代

人在生活情境裡不斷遭遇到美學事物，社會學

家把這樣的現象稱為日常生活的美學化 29（The 
Aestheticicization of Daily Life）。 

「日常生活的美學化」的文化策略，對整體

社會美感教育可以產生極劇的影響，並實現「設

計實踐生活」的最佳社會價值。今日的「文化產

業」— 為班雅明所認定的藝術作品的異化，例
如：具工商社會性格的城市建築、室內設計、攝

影、家具工藝、電影等30，這些新興的藝術，不但

已成了一個主流概念，甚至已經成為多數國家所

追求的經濟策略和目標。「製造業」希望藉由文

化融入以提昇產品的附加價值，而「文化產業」

希望藉由日常經濟生活中的消費將文化讓更多普

羅大眾接近與瞭解，這兩股力量相互作用與影響

之下，使得「新興的藝術 — 當代台灣設計產業」
形成的「文化經濟」已然崛起與逐漸成型。 

新與舊

新的生產方式的形成……新舊交融的集體

意識中的種種意象是一致的。這些意象是一些理

想，其中集體的理想不僅尋求美化，而且要超越

社會產品的不成熟性和社會秩序的欠缺。而這些

理想中出現了要打破過時了的東西的強盛熱望，

而過時意味著剛剛過去的。這些趨勢將把那些重

意識中獲得最初刺激的幻想回到最初的過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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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世紀都在意象中看到下一個世紀的夢幻中

……這種社會經驗在集體意識中有它們的儲存

所，它們與新的意識相作用，產生在生活各方面

留下痕跡的各種烏托邦，從堅固耐久的建築到曇

花一現的時尚。　— 席爾巴特（Scheerbart）的《玻

璃建築》（Glass Architecture , 1914）31

近年來，「美學」伴隨著「文化經濟」快速

的興起，政府積極以設計服務產業鏈的概念，訂

定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發展計畫，其重點在於文

化如何加值「設計創意」，成就「當代台灣設計

產業」，形成「美學經濟」。文化創意產業納入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顯示了台灣經濟發展面臨轉

型的殷切。「文化經濟」的當代台灣社會，文化

與產業的關係相映相合，文化加值創造了產品價

值的核心，而產業推動其文化的發展。當代台灣

面臨中國便宜的勞動工資的強烈競爭，以及「經

濟全球化」的衝擊，如何擺脫困境以面對「市場

全球化」的挑戰，並結合文化發揮設計創意，使

「設計在地化」以營造產品特色，需要政府積極

的支持。以目前台灣多元設計的發展優勢而言，

當代台灣設計的未來，必須建立起台灣自己的文

化品牌，除了技術的提升外，還必須兼備創意的

設計與人文的關懷。

儀式本身的意義是作為過去的重視……當過

去和現在的斷裂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經驗時，儀式

的歷史基礎亦告消失…。32

談到台灣設計的新舊文化交替對設計傳承

的養成部分，包浩斯（Bauhaus）的教育理念對
台灣設計教育的影響深遠。1919年，格羅佩斯
（Walter Gropius）以「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的
教育理念，在德國成立第一所設計學校包浩斯33，

開啟了「理論結合實務」的設計教育 — 設計於
實踐（Practice）的過程中落實，確立以「人性本
位」的設計哲學，強調「設計的目的是人，而不

是產品」，並提出「團隊合作」作為設計的工作

方式，也是最早提出「跨領域」的「統合設計」

合作思維。包浩斯主張：（1）包浩斯融合了過去
純粹藝術與實用藝術的教育方式，連結藝術與科

技，促成「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2）包浩

斯接受科技作為藝術家或設計師創作的工具，完

成了美術工藝運動以來，推動手工藝之美與科技

應該為人類服務的思想，以實現「人性本位」的

設計哲學理想。（3）就「跨領域」的合作思維
而言，包浩斯實現了德國設計聯盟的理想：「結

合藝術家、技師、專家與贊助者的力量，通過藝

術、工業和工藝的合作方式，以謀求產品的改

善。」34

回歸設計的本質還是科技與人文的問題，也

就是包浩斯創校之初的教育理念 — 藝術與技術，
科技與人文的統合概念，是台灣未來設計教育的

曙光。當代台灣承接過去迎向未來的蓬勃多元化

設計，內化了台灣的新型生活形態與舊有存在的

混同（Hybrid）文化原創精神，於空間環境、物
件器物、視覺媒材、包裝設計等精彩紛呈其自由

與開放的文化內涵與設計魅力。

再現：後現代主義  —  Dai ly l i fe（Art 
Practice）

一旦現代主義獲得了他應得的東西，它的氣

數也就行將殆盡，隨之而來的便是它必須經受檢

驗。在它終結之後，它是否能成為一種古典便可

一目瞭然。 ……一切現代主義都值得在某一天變

成一種古典35。

存在主義強調人應該從日常生活中的存在，

開始去理解人的存在，人自己的生活是憑自己來

創造。杜威36 將藝術定義為「藝術即經驗」，幫
助人們看到藝術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最重要

的不是對象，而是處理這個對象時的工作與對象

所給的經驗。杜威所提出的「藝術就是生活」37即

為企圖將美學的來源根植於日常生活。38

後現代主義隱喻著「反現代主義」（Anti-
modernism），而到1970年代後期，後現代主義
這名詞才被藝評家們使用，稱為：「現代主義之

後」（After Modernism）。後現代主義的另一個
多元文化的主體是：傳統類別的崩解消失，並要

求「藝術的文化自主，也要求生活領域的文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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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藝術與生活是沒有區別的」39，強調作品的主

題解讀性及闡釋的作用具有多重的認定標準，有

時是矛盾與衝突的。「二十世紀的藝術史法發展

到後現代以來，藝術快速且不斷的發展出新的美

學與藝術形式」40。後現代這個名詞被當成一種思

維方式，作為創造和標誌不同於現代知識狀況而

適應於當代社會新發展特徵或趨勢的思潮。 
Fredric Jameson41 並用生產模式作為藝術劃分

的標準，認為：「後現代文化是高尚文化與通俗

文化（商業文化）的雜匯，高尚與通俗間的藝術

藩籬已不復存在。在後現代的藝術裡，各種形式

內容交流、雜匯而成為強調多元性、折衷性、可

複製性的特色，通俗文化與消費文化也包含其中
42」。 

以下統合介紹當代台灣承接過去迎向未來的

蓬勃設計發展中，所再現的後現代主義精神 — 
藝術與生活是相互實踐的過程，談台灣於日常生

活（Daily Life）在空間環境、物件器物、視覺媒
材、包裝等多元化設計的精彩紛呈。

空間環境
居室是藝術的避難所，藝術收藏家便是居室

真正的主人……他賦予它們的只是愛好者眼中的

價值，而非其使用價值。藝術品的收藏者夢想著

他不僅處於一個時空遙遠的世界，而是一個更好

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們的需求當然如日常

生活一樣無法滿足。但在這個世界中，物質擺脫

了實用的枷鎖。居室不僅是普通人的整個世界，

而且也是它的樊籠。生活的意義就在於留下痕

跡。在屋室之內，這些痕跡受到重視43。

當代台灣於空間環境的設計，從建築、室

內設計、商業店面設計、舞台設計至城市景觀設

計等，表現了當代台灣從早期以吸取歐美精華的

複製形態，開始出現台灣特有多元化的「解構主

義」44亦即所謂「後現代設計」。

台灣於空間設計案例中，關於：建商樣品

屋、餐飲建築空間設計以及Motel展現其極大的台
灣消費文化特色與國際性水準，鮮少於其他國家

文化中出現。

房屋被認為是個性的表現，裝飾物對房屋的

意義如同簽名對繪畫的意義一樣45。

「建築空間領域之間的差別早已宣告瓦解，

建築類型的差異早就疲弱無力，而且幾乎全涉

及視覺震撼性表象，以試圖驅散每個人的無聊至

極，以斬斷事物與空間變成了不斷製造變幻不定

的震撼性表象與消耗」46。

台灣的接待中心或樣品屋算是國際間房屋銷

售方式相當有特色的一種有趣的文化表現，其招

待與展示的手法，幾乎可以與歐美較量。這也意

味了經濟力與消費市場的相對關係。台灣的房仲

業由於房地產的蓬勃，故足以吸引建商願意花費

大量的資金設計與建造吸引消費者的接待中心或

樣品屋，而房仲業也確實相信許多好的作品可以

相對帶來後續售屋的盈收。這非但證明台灣房地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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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經濟力，也反映了台灣消費者對居家生活的

重視與提升。

「數千年來人類建構的的符號表象世界的特

殊維度也已漸行消解，以至實在界與想像界相互

糾纏的越來越密，終於難以區分。感官日以繼夜

地被震驚轟炸，迷失在擬像世界中。⋯⋯儘管人

人皆知屏幕後一無所有，這是當代莫名其妙的象

限，也是由消耗性交換資本主義所驅動的日常生

活背景。」47

「班雅明說需要『內在世界』，需要『室

內』，需要一個不被分類秩序要求公共領域所侵

入的收藏空間，好放置那些『多出來』的自己，

以及和自己同舟一命的收集回來、拯救回來的無

用之物。」48

另外，當代的個性化餐飲業（包括個性化飲

料咖啡店）建築特色，又是另一種特有的台灣消

費文化表現。台灣的美食與外食人口眾多，以及

狹小地域下所特有的生活便利文化影響下，個性

化餐飲業建築的設計外觀，直接與間接影響與誘

發消費者對其餐飲內容以外的選擇 —「個人的品
味就成了購物的唯一指引」49。

由於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城市生活的整

一化以及機械複製對人的感覺、記憶和下意識的

侵占和控制，人為了保持住一點點自我的經驗內

容，不得不日益從「公共」場所縮回到室內，把

「外在世界」還原為「內在世界」。在居室裡，

一花一木、裝飾收藏無不是這種「內在」願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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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3   原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4   原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5   位於台中市公益路之建築設計（盧詩韻攝）

6   位於台中市公益路之建築設計（盧詩韻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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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人的靈魂只有在這片由自己布置起來、帶

著手的印記、充滿了氣息的回味的空間才能得到

寧靜，並保持住一個自我的形象。可以說，居室

是失去的世界的小小補償。50

沒有人群的城市豈不成了廢墟！要掌握現代

都市的特點便不能抽離都市的人群，然而人群不

只不會定形，而且會在剎那間帶來驚鴻的一瞥。

都市的面貌和穿流的人群不只無法分開，而且人

群更有如一條沒有固定河道的川流，替都市製做

出變幻莫測的景觀和映像。51

對於汽車旅館（Motel），不少人或許會戴上
有色眼鏡看待，但台灣的Motel文化卻截然不同，
幾乎每個街頭都有巨型Motel，室內房間設計各有
主題，由童話式布置、電影場景到異國風情一應

俱全，部分還有私人泳池，設備不比五星級酒店

遜色，無論建築外觀設計或是室內設計，所隱含

的後現代主義形式再現台灣的當代設計活力，足

以與歐美比美，也見證了目前台灣人對休閒生活

的重視狀況，形成了一種特有的台灣當代文化現

象。

物件與器具
舒茲所分析的「文化物件」（Kulturobjekt）：

指的是非自然界的存在物，而它是出於人的創造

而產生之物件。舒茲甚至進一步解釋傳統神學證

明上帝的存在論證也是與此有關52。他說：

「找尋每個存在事物的主觀意義是一種深植

於人類心靈的傾向，發現對象的意義以及認為對

象曾被某些心靈賦予意義，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因而世界中的每個事物都可被詮釋為一個產品，

並且是上帝心靈的證明。事實上，整個宇宙可被

視為上帝的產物，而宇宙也正是上帝之創造行為

的見證。在此我們只是略為涉及嚴謹科學之外的

整體問題領域（Problemkreis）。主觀意義與客觀
意義的問題亦適用於神學與形上學。」（SA）53

舒茲所認定的「文化物件」，以設計對物

件與器具針對所屬文化生活形態所追求的「現實

生活化」創造性的部分，亦可稱為是一種所謂的

「文化物件」。

與對象建立最深刻的關係的方式就是擁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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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68 Motel 中壢旗艦店

8   歐悅汽車旅館

9    《粗獷與詩意：台灣戰後第一代建築展》（Rustic & Poetic — 
An Emerging Generation of Architecture in Postwa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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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對象。……他把它們收藏起來，置於自己的關

懷之下，從而把它們永遠從市場上分離了出來，

恢復了它們自身的尊嚴和價值。……不僅僅是他

們在日常世界所必須的東西，而且還是那種從實

用性的單調乏味的苦役中解放出來的東西54。

設計是一種使用消耗的思維與過程，當使用

者失去對其使用的樂趣，亦即於同時間失去流行

感。設計是一種流行體系，也深受西方全球化媒

材的影響。設計本身亦是一個跨領域的產物，仰

賴於不同領域或專業的人對於某個時代精神、社

會理念有著共同的關注與投入，因此一理念在此

發酵，推動了一個思潮因而也改變了世人觀看世

界的角度。台灣從早期所生產的打火機（僅有10
元價格，於生活中非常常見，此種消耗性產品，

便宜又實用，何嘗不是另一種生活器物設計的成

功），直到今日，台灣於3C產品所設計的順手
性以及考慮人體工學部分，已經有了全球化的競

爭力；而許多飲茶空間（諸如：春水堂、耕讀園

等）的餐具與茶具器皿，已將「藝術設計與生活

美學」清楚地展現其後現代全球化經濟的消費主

義機制所創造的消費性歡愉。

視覺媒材
台灣於視覺傳達設計從早期以意識型態表達

的經典廣告（諸如：司迪麥口香糖），直到近日

個性化商標設計，以及書籍封面的設計潮流，為

了配合地方的發展特色並迎向全球化的語言與流

行體系；台灣視覺傳達設計領域，於追求後現代

生活形態設計不遺餘力，譬如：高回收再利用的

包裝設計（鳳梨酥、月餅、茶的包裝等），自備

購物袋等自1990年代起均蔚為風潮。 
而於數位媒體部分，目前風行全世界的無

厘頭現象，所表達的流行語言包含無傷的反叛性

話語的幽默趣味、日韓文化的發揚光大、此種青

年次文化，帶引精神狂歡及邂逅色彩，受到商業

機制青睞，全球受用（譬如：當今流行的偶像

劇）。人們不再追求「意義」，數位媒體的「瞬

間快感體驗」提供了刺激、感官、破碎的消費易

開罐。古典主義漸行漸遠，盡情享受生活與關注

自我的消費，成了真正的時代潮流。 

當代藝術體系呈現的美學不再具有權威指

標，而是成為行銷體系作業的一環。各類設計之

間以及和其他領域的聯動互涉，已然成為藝術和

消費市場結合的主流與攜手創造的新紀元。

全球化：極權式

每一個時代都夢想著下一個時代　— 米人萊

（Michelet），《未來！未來！》55

「無論什麼人，只要你在活著的時候應付不

了生活，就應該用一隻手擋開點籠罩著你的命運

的絕望……但同時，你可以用另一隻手草草記下

你在廢墟中看到的一切，因為你和別人看到的不

同，而且更多；總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

經死了，但你卻是真正的獲救者。」56　— 卡夫卡

拼貼或混搭（Hybrid），貼切地形容與描繪
了後現代與全球化之後的各種現象。自從1990年
代以來，「全球化」三個字除了成為學術界重要

的論述之外，它同時也是世界各個地區社會大眾

每日生活經驗的一部分。當經濟資本主義藉由傳

播科技，進而帶動了資金、勞力、商品和資訊在

世界各地快速流通與普及的結果，使得生活在現

代中的人們無時無刻不受到全球化的影響。

在此種模糊不定的社會環境中，在沒有明

確方法可追尋的情況下，一般人還是被迫要為自

己的生活作選擇。近年英國社會學家Giddens便
提出「生活形式」（The Form of Life）的概念，
「來了解全球化對現代人日常生活所帶來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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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Giddens所謂『生活形式』指的是社會行動
者如何組織其日常生活，或賦予其日常生活意

義的行為模式，也可以說是一種『生活風格』

（Lifestyle）。他進一步解釋說，生活風格它不是
世襲的或既定的角色扮演，它是一個行動者從許

多可以選擇的項目中，經過挑選過程之後逐漸形

成的57」。

這種演變結果，也突顯了一件重要事實，

在過去社會成員的身分認同（如階級或階層等）

是奠基在職業工作或是社會聲望地位之上，而於

二十一世紀，生活形式已然成為社會成員建構個

我或集體身分認同的主要場域58。 
因此為了因應這種思維與跨國的競爭，設計

如何因應當代「生活風格」的想望，從古典到流

行，並兼顧品質亦即實踐的角度以完成現實生活

化的理想。如何借用西方以及全球化的媒材，達

到生活形態設計最佳化，並結合以地方特性發展

才是台灣追求全球化突破的可能。而由於台灣市

場量小，設計與行銷全球的手法益形重要，於是

網路行銷可以是現階段被公認最好的全球化行銷

方式。台灣由於數位媒體設備（如：數位相機、

攝錄影機、電腦等3C產品）的發展先進與價格便
宜，於購買與取用上非常方便，這是台灣於數位

媒體時代非常大的優勢，也因此可以於全球化競

爭上創造美好的遠景。

然而，當代台灣設計的困境，最難以實現

（但卻殷切需要實踐）的部分是國民美感教育的

養成。由於市場具有主導權，若是個人的審美觀

無法提升，廠商與製造業者對利益的考量下，設

計者的創造空間就會變小，而設計美感於生活環

境的提升就會受到限制與壓抑。如此而言，仍是

必須回到設計教育的養成課題上。

由於台灣於從小的美術教育一直不受到重

視，對於人文藝術課程部分，多數認為是次要的

學門。而藝術與設計教育事實上仍與國家的經濟

力有關，倘若由於不足的經濟力而難以提昇使用

者的文化素養，而市場又絕對占有其主導優勢

權，全球化的未來下，如何使台灣設計國際化是

相當困難的。

而設計教育的養成，除了承襲歐美的設計

教育之外（早期設計教育仍以日系教育為主，而

後才有歐美的引入），出現了真實場域的斷裂，

也就是忽略實習的重要（設計必須於實踐的過

程中落實）。而歐洲的設計教育認為實習（By 
Project）是一種重要的設計養成，亦如包浩斯設
計教育的精神：設計必須於實驗（Experiment）的
過程領會與實現。另外，台灣於設計教育的專精

設計養成不足（歐洲對單一項專精的設計養成經

常投入較長的時間培養），也缺乏統合設計的概

念（統合設計多數於研究所階段養成，然而國內

研究所多數於實務與理論的設計專業訓練時間過

短），而許多設計作品歐美又有其獨占的市場優

勢（因為設計作品早已受到國際的認可），而台

灣受限於美感環境下所創造的設計作品，於市場

開拓上受到限制。

回到台灣現階段的設計教育養成優勢條件，

仍是上述所提的：台灣數位影音媒體的發達。譬

如國民可以藉由人手一機的數位相機（甚至是手

機）對生活中的色彩感受力加以訓練，藉由對生

活事物的觀察以提升個人的審美觀。另外，審美

觀的養成必須從重視周遭環境美感做起；於家中

美感的塑成部分，必須對從小的生活環境與使用

器物的審美觀培養起；從居家空間、建築到每天

經過的街道以及對環境景觀的觀察，於生活中

體會「藝術與設計如何落實於日常生活的實用

性」。相對於重視市場的廠商，也會因為消費者

的喜好而製造美感提升後的產品，以因應市場導

向。當代台灣的設計未來仍必須回歸到人文美學

的觀點，科技只是技術輔助的工具，未來的設計

乃是藝術、文化與科學的整合，以解決社會的問

題，營造人性化的生活環境。尤其是21世紀的數
位科技世界，藉由「科技」為媒介，必須結合以

「文化」為體的設計，才是邁向全球化的關鍵性

道路。

三十年前政府不斷地強調國內的經濟計畫。

面對當代台灣經濟的視野，應該強調的是「全球

的經濟計畫」，這不是說我們直接「計畫」全球

經濟，而是審視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進而

找出我們的「主導市場」所在。 

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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