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計學報第 22 卷第 2 期 2017 年 6 月 1 

 

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因素探討- 

以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中國：鏡花水月」時裝展為例 

顏惠芸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 

pccu.yhy@gmail.com 

 

摘  要 

服裝文化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而服裝文化內涵的國際化，是服裝國際化的關鍵環節。中國風是東

方文化裡最為代表性的文化之一，是近年來東方美學興起的重要風格之一，因此本研究以紐約大都會博

物館「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時裝展為研究個案，以文獻探討、量表設計、調查與資料分析，

進行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因素分析探討，結果發現：1.「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量表可提供予相關設

計教學，並成為產業評價時尚設計之參考依據；2.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之服裝，在設計相關因素中，服

裝的造型比例、巧思感、新奇性與整體精緻度更為顯著；3.時尚設計背景群組比其他設計群組更注重技術

專業面向，偏好屬於實驗性質之設計作品，如材質硬挺，風格誇張、中性以及俐落的直線感的作品。 

 

關鍵詞：文化元素轉換設計、時尚設計、時裝展、量表建構 

論文引用：顏惠芸（2017）。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因素探討-以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中國：鏡花水月」 

          時裝展為例。設計學報，22（2），1-24。 

 
一、前言 

隨著資訊快速流通，地球是平的觀念興起，消費者見多識廣而消費意識抬頭，再加上工業技術進步，

功能好、有品質的產品隨處可見，消費者對產品有更多元的選擇，導致企業除了面臨全球化競爭環境，

更隨時受消費者需求的考驗。市場從產品品質僅需符合規格的 70 年代，轉變為當今的產品除了品質，更

要有感覺的消費者導向時代。消費市場從「量」轉為「質」、「高品質」轉為「高感質」的要求下，企

業以設計為核心能力的競爭優勢被視為振興產業競爭力之利器（Deming, 1982；陳文亮、陳姿樺，2011）。

產品僅具有功能、安全、經濟等基本條件，無法全面滿足消費者，然而當產品加入美學、聯想、及感知

條件，則能提升消費者的生活品味與個人形象，更可能因為產品符合或超過期望、感到滿意，進而強化

消費者的購買決策（Ashby & Johnson, 2003; Evans & Lindsay, 1999）。如同朱柏穎、陳立杰與俞維昇（2010）

指出消費者通常會根據產品的效益，以價格和功能的評比作為決策的參考，這種訴求是理性的，然而若

產品是以創意與美學等為感性訴求，其超越理性，被視為能夠提昇產品認知價值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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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設計，其基因源自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經過 19 世紀歐洲美學年代，一直到 20 世紀包浩斯學

校的出現，設計一詞才逐漸明確與蓬勃發展（Bony, 2008）。設計乃是藝術、文化與科學的整合，以解

決社會的問題，並重新定位生活型態。而產品設計必須考量如何賦予文化內涵，傳達一種理念或生活型

態（顏惠芸、林伯賢、林榮泰，2014）。設計經過長年的累積，不僅領域廣泛，且風格多元而豐富，從

領域來看，時尚設計即是其中一環，它是社會文明發展的產物也是文化進程的表徵，不管哪一個國家，

在每個時代都有其歷代演變的服飾風格，用以表達著不同思想與文化群體的意念，從而也標榜了它本身

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品位，因而裝扮是許多人對於時尚最直接的聯想詞，個人的著衣風格會直接影響到對

於時尚的評價（許言、謝富淵，2009；黃永利，2013）。時尚一詞是從英語的「fashion」轉變而來，過

去「fashion」被視為時裝的潮流，多稱為流行，今日則較適合稱為時尚。「服飾辭典」對於時尚的定義

為：「在一特定時間、地點，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服飾款式或色彩、花樣（邱淑萍、杜瑞澤、朱維政、

莊立文，2013）。而從風格來看，其中有一種讓人難以忽視的風格，是近年全世界不約而同吹起的「東

風」風潮，東方文化元素給人的印象，多是存在於神秘、深奧的幻想美學。以時尚設計為例，東方文化

也漸漸影響至世界的潮流美學，其中最為有名的，也是巴黎高級定製工會第一個列入亞洲設計師的蝴蝶

夫人「森英惠」女士，他將日式的文化融合了西式的面料與顏色，改良了日式傳統服裝，開啟了西方的

設計大門，其後的日本精品品牌三宅一生、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也都利用東方元素融合了西方元素，

保有了自身的東方特色，在世界精品中以文化分割了市場，另外也有許多設計師以吸取「東方美學」為

靈感或與藝術家合作，如世界所熟知的 LV 與日本的藝術家草間彌生、村上隆的合作，以及最新的華裔

設計師創立的設計師品牌，如：韓國 JUUN. J、日本的 UNDERCOVER 等等所創造的另一波流行產業與

消費意識，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見「東方文化」所帶來的美學吸引力與即將成為下一個的美學趨勢（陳

高生、李相穎，2012）。 

中國風是東方文化裡最為代表性的文化之一，也是近年來，東方美學興起的重要風格之一。例如世

界精品 Louis Vuitton 在 2011 年的春夏，以中國風為設計核心，運用了中國風傳統設計元素的盤扣與對

襟，結合旗袍式的立領；Ralph Lauren 2011 年的秋冬裝，運用龍紋、海水薑芽紋加上現代化的運用，呈

現霸氣的中國風。在在證明中華文化在西方世界向來是一股龐大的力量，從早年的移民在全世界各地即

有唐人街以供外籍人士一探其神秘面紗，而在近十幾年來在設計領域，中國風格亦迅速崛起，其在每個

人的心中自有不同的想像空間。現代設計師運用中國風之元素，除了從傳統服飾上演變而來，也有從中

國畫、墨或字的運用等等，更由於中國文化與美學長達千年之久，服裝的演變也甚為豐富。因此利用中

華文化的悠遠歷史與豐厚的文化底蘊，讓如無形的哲學思想、漢文字內涵或外形、詩詞文化、古文物…

等文化內涵成為當代設計不可或缺的素材，轉換為設計產品，即是融合文化、美學經濟以促成美學設計

的新興產業（陳璽敬、徐啟賢、林志隆，2012）。 

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探討文化轉換時尚設計的關鍵因素，並確立其相對重要程

度，期能做為設計教育與相關設計單位之參考，因此，本研究以「中國：鏡花水月」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時裝展為研究個案，探討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之因素，研究目的為發展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之評估

量表，探討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的顯著因素，並觀察不同受測族群之差異，以提供往後設計教學之參

考，啟發學子在文化元素轉換創作與思考詮釋之能力，並提供產業評價產品設計之參考依據與應用參考，

以及未來相關研究參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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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展覽的轉化─「中國：鏡花水月」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時裝展 

傳統的策展是由博物館陳述藝術品的歷史脈絡、營造一個特定氛圍，突顯藝術品的精采，進而提供

參觀者美好的參觀經驗。英國博物館學家 Hooper-Greenhill（1999）曾指出過去博物館的展覽是一種「灌

輸式的教學法」， 而近年展覽展示則被認為是中性的溝通媒介，傳遞的知識不是被發現，而是被創造出

來的。針對此理念的轉變即是以 Hooper-Greenhill（1999）所提出觀眾藉由展覽學習知識是主動建構的過

程，其過程是建立在觀眾日常生活的經驗，並與不同文化背景相關，因此展覽觀眾不再是消極的知識接

收者，而是積極的意義和知識生產者。因此觀眾透過展覽所得到的知識，不再局限於特定知識，重要的

是在參觀的過程中可以產生怎樣的感受，或注意到一些事情，透過促進觀眾製造意義與詮釋意義能力的

提升，讓展覽的功能更趨多元與寬廣。就如同目前全球各地博物館舉辦的活動日趨多元，博物館如今已

成為商業發展與文化推廣的角色。地方、社區、觀眾和娛樂休閒導向的博物館逐漸取代過去文物保存導

向的博物館（杜正勝，2004；張譽騰，2007）。黃美賢（2015）也指出博物館產業所帶來的多元價值，

可擴展傳統文化的創新與再生，帶動其他相關產業與經濟的發展。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是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是紐約重要地標，其

充滿珍貴多元的藏品、展場與各種型態的展覽面貌。本研究以 2015 年 8 月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服裝藝術

學院的春季特展之作品為研究個案，此特展展覽位於在大都會博物館的 ASTOR CONRT，ASTOR CONRT

是一個於一九八一年建立的一個仿造中國蘇州的知名古典庭園（網師園），庭園內原本展覽中國木製家

具（蔣勳，1983）。本研究個案是大都會博物館服裝藝術部以「中國對西方時尚的影響」為中心思想，

命名為「中國：鏡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因此，其中的中國風是西方人眼中對於

東方中國的看法。如同服裝藝術部主任、策展人安德魯•博爾頓（Andrew Bolton）指出，「中國：鏡花

水月」展現的不是真正的中國，而是一個關於中國的幻想（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5；白賀，

2015）。此展覽除了傳統文物，更運用現代科技打造出如「愛麗絲鏡中奇遇」般充滿鏡射的夢幻風格，

展出從 15 世紀至今的各種服裝和配飾以及各式中國風的訂製服，於展覽之中更可以看到時尚設計師參考

中國的元素、抽取中國元素設計的過程，展覽在四個月的期間裡共吸引約 81.6 萬名觀眾（Pogrebin & 

Trebaysept, 2015；朱紀蓉，2016）。在展覽初期更結合好萊塢巨星舉辦慈善晚宴，以中國風為主題讓巨

星們為自己打造晚會造型，除了是典型的以商業為主的現代策展，其中讓歐美人士以其認知的中國風打

造穿搭造型，呼應曹佳想（2011）提出的服裝文化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而服裝文化內涵的國際化，是

服裝國際化的關鍵環節。 

1970 年代以後，學者對物質文化的定義，傾向於文化設定與社會信念模式的層面，強調文化詮釋與

意識形態分析的概念，以及知識建構的結果，其中又以物件為焦點的知識建構，知識樣貌最廣，採用人

數最多，涵蓋各種文本形式，也因為人們對文化各自擁有不同的理解與發展，經過時間的推移，將文化

商品化會產生新的意義，觀光市場的出現，反而有助於傳統文化的保存（Cohen, 1988，吳世偉，2011）。

此外全球消費市場的產品的功能與形式愈來愈相似，在逐漸失去獨特的識別性時，呈現地方特色與文化

的產品，則變得愈來愈重要，因此透過設計將傳統文化進行保存是至關重要的。相對而言，博物館所收

藏的乃是人類的歷史文化資產，是設計師從歷史文化資產—從古物、藝術品、無形的文化資產，到各種

智慧創作取材時的好去處，因其能提供良好且充沛的設計素材與靈感來源。有別於 Miege（1979）與

O’Connor（2007）以及相關學者，對於文化商品都曾有廣泛的定義，諸如任何可以承載文化內涵的物件

（音樂、戲劇…等）或媒體（電影、電視…等）。產品設計領域所指的文化商品除了要有文化識別（culture 

identity）的功能，產品內涵從傳統歷史文化或生活文化中取材，藉以塑造商品之特色，其不僅具有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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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亦能藉由文化象徵、情感、審美等功能提升商品的價值（何明泉、林其祥、劉怡君，1996；李如

菁、何明泉，2009；徐啟賢、林榮泰，2011）。此外顏惠芸、林伯賢與林榮泰（2014）認為早期關於以

文化為內涵，進行設計的作品多稱為文化商品或文化產品，應可統稱為文創產品，因為文創產品與其他

產品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其文化內涵，且必須是以文化元素為創意來源，並可從中詮釋出特定文化涵義或

賞析文化之美，而可被量產，並不完全為一般社會大眾所認知的奢侈品。 

2-2文化元素轉換設計 

目前市面上多數的文創產品，常見的呈現形式多為形態的仿效，或紋飾的轉換應用，大多缺少文化

意涵的表現，然而透過產品設計以提升生活文化的文創產品是種被賦予文化層面意義的產品，設計者將

文化的、歷史的、民族的等情感因素融入產品設計，並藉此提升產品的價值，消費者也藉由文創產品可

重新認識歷史文化或是生活文化，同時文化也藉此得到傳承。而開發強調文化價值與具有地方特色的產

品，已經成為設計過程中的關鍵，此外利用文化發揮設計創意，營造在地化產品特色，能讓產品在全球

化市場中得到共鳴，與好的販售成績，也讓如何將傳統文化特色應用於現代產品設計之中的議題得到愈

來愈多的探討（Yen, Lin, P. H., & Lin, R., 2014；李如菁、何明泉，2009；林榮泰，2007；徐啟賢，2004）。 

透過文化轉換設計的文創產品除了具備文化內涵，如能具備引人心靈上的喜悅與感動的特性，那麼

這股由文化與設計所興起的美學經濟勢必引領全球風潮，而賦予文化意涵的產品流通於全球，便是各國

文化的最佳宣傳者。由於文創產品來自於文化內涵的被賦予，其個性自當鮮明而有特色，設計師若能掌

握產品個性，融入文化底蘊，進行產品設計，讓產品個性在不經意中流露出文化氣質，即是文創產品與

其他產品最大的不同之處。何明泉、林其祥與劉怡君（1996）認為文創產品與一般商品的差異之處，則

在於文創產品即是針對器物本身所蘊含的文化因素透過設計，將其以現代面貌呈現，並以器物透露的文

化意涵，滿足使用者的精神層面。如同張小平、曲雙為（2011）認為現代產品設計不是簡單的生搬硬套，

而是要提取精華，並通過合理的設計，以表達文化元素的特徵和力量。 

當人們感到愉快時，大腦中的左腦與右腦會同時進行活動，將使用者的心理量或物理量感覺與認知

研究後量化，就是感性知覺，代表產品設計時，必須考量人們心理與生理的感覺（Berridge, 2003；長町

三生，1989）。Ashby 與 Johnson（2003）曾提出的產品性格一說，認為產品具有生理學與心理學兩面向，

生理學面向為「製造」與「材質」，在滿足主設計的要求、功能、及特色；心理學面向為「個性」與「使

用性」，「個性」包含產品美學、聯想、及感知條件，「使用性」為與消費者互動的部分。Verganti（2013）

也提出產品具雙層意義，實用層面處理的是功能與性能，而與之同樣重要的層面，則是與象徵、認同與

情感有關。以及近年顏惠芸、林伯賢與林榮泰（2014）提出的感質五力，其中「魅力」、「美感」與「創

意」同屬產品「心理學」條件，「精緻」與「工學」則為產品「生理學」條件，認為產品若具備被使用

的生理學條件，與感性訴求的心理學條件，即是產品的品質面與情感面皆能滿足消費者，文創產品若富

含文化意涵，並具備魅力、美感、創意、精緻與工學，因此文創產品也可稱作是感質商品（Yen, Lin, P. H., 

& Lin, R., 2015），如下頁圖 1 所示。 

文化轉換設計除掌握產品的實用層面之外，在象徵、認同與情感部分，是可以把文化元素元素融入

到西方現代設計的理念，在產品中保持民族性，並讓全球不同文化的族群對產品產生認同感、對產品擁

有想像空間，以及賦予產品新的意義與認知價值。這也是文創產品與其他產品最大的不同之處，讓產品

被設計時融入文化底蘊，讓產品個性在不經意中流露出文化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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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產品的生理（物理）與心理面向（Yen, Lin, P. H., & Lin, R., 2015；顏惠芸、林伯賢、林榮泰，2014） 

2-3時尚設計的要素 

服飾是人類物質生活文化的縮影，是人們思想意志與情感世界的寫真，亦能夠表達人文風俗，宗教

意識，價值觀念，經濟水平，技術與藝術表現力，審美力等等，服飾所展示的文化是一部地道的百科全

書（史湘琳，2010）。服裝是能在滿足消費者的物質需求時，同時呼應了消費者的心理反應，而服裝的

流行同時也可以被視為，某種意識形態在群體裡是被理解與認同，服裝不只是生活意識形態的日常用品，

更是能展現人文風格的文創產品。當代服裝設計美感價值的創造，必需整合使用功能、設計內涵與技術

三方面的考量，即是設計師應使產品兼具理性的機能和感性的造形，讓產品功能滿足基本使用需求，而

愉悅的使用經驗則可滿足慾望，這是產品感性的附加價值（Gobe, 2009；林家旭，2003，2008）。服裝

是時尚流行的呈現，因此談到服裝的時尚要素，即要提到服裝的基本構成，主要包括了材料、結構、形

式與功能，整體而言，服裝的「材料」，是構成服裝系統的要素，材質的作用會在服裝的結構、形式上

產生改變，有些獨特的材質甚至給予受眾直接的感官，成為產品的形式。服裝的「結構」，是指系統裡

的要素相互聯繫、影響的作用，也就是材料與材料之間的連接方式。材料與結構的相互配合，就會形成

了服裝的「形式」，形式是由色彩、線條、形體呈現的服裝表象，此時的形式可以被視為一種符號、一

種訊息，而服裝不完全僅有如機械冰冷而缺少情趣的功能，它可作為一種釋放情緒和自我表達的工具，

包含服裝在一個社會的關係中，人們與服裝的形式互相作用的價值（梁惠娥、程冰瑩、崔榮榮，2009；

葉立誠，2006），也就是服裝的構成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形式與技術，二是文化內涵，在設計中，

文化內涵是最基本的服裝要素，形式與技術則是傳達文化內涵的元素（曹佳想，2011）， 羅蘭更呼應 •

巴特符號學主張任何符號都具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第一層次為外延意義（denotation），指的是一般

常識，也就是符號本身明顯的意義；第二層次為內涵意義（connotation），也稱作隱含義（Barthes, 1957；

衛萬里，2011）。服裝設計的層次，如圖 2 所示。 

 
圖 2. 服裝設計的層次（資料來源：葉立誠，2006；曹佳想，2011） 

時尚產品之文化內涵在過去多鎖定在時裝的潮流或流行文化，文創產品與其不同之處在於以文化

的、歷史的、民族的等情感因素融入產品設計，因此以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可以將服裝設計的兩層

次，「文化內涵」以及「形式與技術」整合產品設計的「心理學」與「生理學」面向，而產品的「魅力」

與「創意」可以傳達情感與文化內涵，產品「美感」的形成來自於產品外在呈現，而產品「精緻」與「工

學」面向是功能與技術表現（Yen, Lin, P. H., & Lin, R.；2015 顏惠芸、林伯賢、林榮泰，2014）。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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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設計的「文化內涵」就是時尚產品的魅力是吸引和影響消費者的一種牽引力。而時尚是品味的問題 ，

一種個人自我感覺的機制，時尚產品讓消費者情有獨鐘地喜愛某些類別的設計，藉此創作一個理想化的

自己，進而創造具品味的生活（Thompson & Haytko, 1997；Werner, Magnenat-Thalmann, & Thalmann, 

1993；林家旭，2003，2008）。如同義大利時裝 MaxMara 集國主席 Luigi Maramotti 也指出，時尚創意

就是以符碼（code）及價值觀（values）為其基本元素，在兩個極端意義之間來回游移的不斷意義改變系

統中，逐漸形成一種風格和次文化，因而服裝文化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White & Griffiths, 2000；曹佳

想，2011）。設計要素能形成產品的美感，因此時尚設計要素的分析對服裝風格的探討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了想法和構思的要素、創造性的要素、材質的要素、色彩的要素、形體和構造的要素、技術的要素、

人的要素、附加物的要素、環境與時間的要素，而服裝的基本呈現要素是線條、質料、色彩，而能夠做

出好的設計，必須深入瞭解服裝的基本要素並且能夠善用（Na, 2009；小池千枝，1992；林家旭，2003，

2008）。曾啟雄、陳昱甫（2014）曾將傳統紋樣與現今設計原理結合，將滿清民族衣飾紋樣上的創作思

維、文化元素，以要素性分析歸納方式進行深入的理解，連結做為現代設計領域的應用。同樣的在全球

資訊流通的現今，服飾已是現代化呈現，消費大眾往往追隨市場流行趨勢，若能以傳統文物的造形、紋

樣轉換為時尚設計，賦予服飾獨特的文化內涵，即能凸顯消費者時尚品味並創造個人風格與差異化。傳

統文物本身的尺寸、材質、造形、雕工、圖騰等視覺與觸覺描述，成為說明內容中，知識建構的主要來

源，更體現了服裝的精神本質（李澤楊，2014；吳世偉，2011），而這些資訊的轉化需要功能與技術的

成熟表現以確保產品品質。 

三、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 

在時尚設計市場中越來越以客戶需求為導向，對客戶的敏感性和偏好的分析是重要的（Na, 2009）。

因此本研究架構立基於相關文獻研究，以魅力工學為前提的一種以消費者喜好為主的設計理念（黃璟松、

蘇俊毅、馬敏元，2005；朝野熙彥，2001），探討潛在消費族群對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的看法與喜好

度。研究架構將產品設計的感質五面向（魅力、美感、創意、精緻、工學），融合服裝的形式與技術、

文化內涵，研究架構圖如圖 3 所示。本研究運用意象調查、資料分析及結果推論為基礎，進行文化元素

轉換時尚設計因素分析探討，研究探討三個部分：一、「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評估量表」之可行性；

二、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的內涵與技術層次比較；三、不同學習背景者對文化元素轉換服裝作品的整

體評價。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研究問題與假設：一、「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評估量表」之

可行性：透過分析「文化元素轉換時

尚設計評估量表」之信度、效度與關

係係數以確認量表之可行性；二、文

化元素轉換之時尚設計，從各向度之

設計因素比較分析，文化內涵與技術

層次應是同等重要並具顯著性；三、

服裝相關設計科系的同學，對文化元

素轉換時尚設計的看法與喜好應該

與其他設計科系同學有所不同。 

 

圖 3. 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研究架構（本研究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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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研究對象 

「中國：鏡花水月」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時裝展，是學術研究、博物館、時尚產業三者，以不同程度結

合的呈現（朱紀蓉，2016）展場中營造的氛圍展現西方對於東方文化意像的心迷神往以及一種鏡射和時

間逆轉的夢幻情境，充滿各式中國風格的服裝設計，都是透過文化元素轉換之服裝作品。其中有些服裝

作品特別區隔，並以玻璃箱包覆與原古文物，意即該服裝設計之靈感來自於一同展示之古文物。因此研

究者以在「中國：鏡花水月」展場中選取七件被特別區隔之以文化元素轉換設計之服裝作品為本研究之

研究對象，主要選取標準為被擷取設計靈感的古文物為具體之有形物件，且這些古文物堪為具中國風之

物件，這七件服裝作品的設計靈感分別來自於中國的弓鞋、鼻煙壺、女舞俑、銅鏡、青銅簋、青銅壺與

青銅鐘，有 1920 年代與近代之設計師服飾，除了有大都會博物館私藏之作品，即是早年貴族贈與給大都

會博物館，多來自國際各大精品品牌之設計，如 Coco Chanel、Christian Dior、Yves Saint Laurent…等品

牌（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5），本研究以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研究架構之服裝構成兩層

次進行分析說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對象 

代號 名稱 影像 服裝的文化內涵 服裝的形式與技術 

P1 
弓鞋 

轉換服裝 

弓鞋繡履又稱三寸金蓮、繡花

鞋，其與刺繡藝術完美結合的設

計風貌最具特色。一般用布和綢

鍛做成，用絲線繡上各種紋樣，

有花卉、蜂蝶、禽鳥或幾何圖案

（金韻，2008；張競瓊、李洵、

張蕾，2013）。五分袖長版洋裝，

搭配鳥紋與雲紋組合之束腰，服

裝下擺之缺口如弓鞋底內凹之

造型。 

全件以不同質感之布料拼接堆

疊，表層粉色紗鑲繡金線。呈

現1920年代之低腰線、不規則

下襬、金屬 光澤的亮片或寶

石、珠飾、刺繡、罩衫、花卉

圖案與斜布裁剪技巧（鄭智

惠，2009）。 

P2 
鼻煙壺 

轉換服裝 

清朝人對審美心態的嚮往，讓鼻

煙壺從單調的盒子改為精緻工

藝的集結，有中國雕刻、書畫、

燒瓷、鑲嵌等技術，故被稱為「集

多種工藝之大成於一身的袖珍

藝術品」（胡嘉綺，2010）。如

容器一般的一件式削肩長版洋

裝，亦如鼻煙壺內繪的花紋。 

服裝表面細緻的以各色絲線繡

上古中國建築、花卉等圖紋裝

飾，以黑色絲綢雪紡刺繡搭配

多色塑膠珠飾以及直筒或管狀

的服裝輪廓線，呈現1920年代

東方時尚風格（Chang, 2015a；
鄭智惠，2009）。 

P3 
女舞俑 

轉換服裝 

俑是模擬人的形貌，用以替代人

殉的偶人。西漢時期女舞俑是塑

造的藝術，而樂舞俑的造型，衣

裙樣式以及面部輪廓均為捏塑

而成，而表面紋飾全部為彩繪

（許一伶，2005）。長版水袖連

衣褲，樣式改良自樂舞俑的造

型，衣領以現代感的線條呈現，

衣袖較短以符合一般穿著。 

近代之秋/冬高級時裝，連衣褲

剪裁。服裝布料採用高級訂製

服的紅紫色和金絲織錦，並以

銀灰色絲綢縐紗呈現鳥型剪影

與花卉圖案，整體採用禮服絲

織技巧（Chang, 2015a）。 

 

（本研究彙整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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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對象（續） 

代號 名稱 影像 服裝的文化內涵 服裝的形式與技術 

P4 
銅鏡 

轉換服裝 

服裝的文化內涵：唐代銅鏡在紋

樣上有走獸、花卉、佛教圖像等

紋飾，最明顯處是銅鏡上的銘

文，主要描寫銅鏡特性、化妝照

容之用途。亦有以女性的角度出

發描寫使用者的內容（李孟學，

2014）。黑色一字領包袖Ａ字形

一件式洋裝，將銅鏡圖案則不規

則錯落於上半段裙面。 

服裝的形式與技術：1920年代

春/夏洋裝，採用銅鏡質感做異

材質拼接，以黑色絲綢拼接綠

色絲綢、銀色薄紗和象牙絲綢

薄紗，再以銀色金屬線繡上珍

珠、銀飾、黑色和金色珠子、

光 澤 金 屬 珠 片 （ Chang, 
2015b；鄭智惠，2009）。 

P5 
青銅簋 

轉換服裝 

商周時期的青銅簋原為酒器，至

西周時期演變為較大的食器，盛

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飯食

的器具，亦是該時期重要的禮

器，在祭祀與宴饗時，以偶數組

合的簋與奇數的列鼎配合使

用。（許雅惠，2013；榆城古風，

2014）兩件式服裝搭配，文物轉

換特色呈現於上衣，風格中性。

短袖外套樣式搭配如青銅簋外

型，兩袖與下擺如容器班寬

鬆，不料本身一層層之立體波

紋呼應文物表面質感，整體造

型以及以金屬色系為主色調，

呈現一種未來感。 

P6 
青銅壺 

轉換服裝 

青銅器的鑲嵌工藝有著悠久的

傳統，其技術精湛，線條流暢，

圖案鮮明活躍，多數鑲嵌裝飾品

的古代青銅器為該時期之精

品。此鑲嵌青銅壺來自於春秋戰

國時期，是鑲嵌工藝的發達鼎盛

時期。（鄭利平，2007；榆城古

風，2014）兩件式服裝搭配，文

物轉換特色呈現於上衣，風格中

性。 

近代之秋/冬高級時裝，中式單

排扣、高聳墊肩及五分拼接毛

皮、異材質衣袖，呈現中規中

矩與跳脫傳統的衝突感。上衣

材質為金貂皮和黑狐狸皮；褲

子為黑色絲綢天鵝絨（Chang, 
2015b）。 

P7 
青銅鐘 

轉換服裝 

鐘乃眾樂之首，在青銅樂器中的

地位與鼎在青銅禮器中的地位

相仿。青銅樂鐘是三代禮制中的

一個重要成分，是青銅樂器中流

行的年代最久、地域最廣的樂器

（徐堅，1998；陳雙新，2002；
榆城古風，2014）。一件式短版

長袖洋裝，上身延伸至傘狀裙襬

皆沿用編鐘之表面紋理。 

近代之設計，使用在中國象徵

著好運和幸福的紅色裁製短版

長袖洋裝，全件單色僅在服裝

表面進行拼接與絲繡，並在領

間搭配西式蝴蝶結，是一件具

有精美的花邊和細緻的刺繡禮

服。 

（本研究彙整製圖） 

3-3研究工具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資料分析相關研究，利用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研究架構，如圖 3 為基準並

展開評估項目，彙整並定義評估類別、次級問題要素，以發展適合檢測服裝設計類文創產品之評估量表。

量表構面與評估依據主要來自於文創產品設計之感質構面，為配合服裝構成層次並參考相關文獻制定評

估題目，最後整合整體表現相關題項，形成六個構面，如下頁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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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之量表構面與評估題目 

構面 評估題目 評估題目參考出處 

A.魅力 

A0. 此服裝具有魅力 Thompson & Haytko, 1997；Werner, 

Magnenat-Thalmann, & 

Thalmann,1993；White & Griffiths, 

2000；Yen, Lin, P. H., & Lin, R., 2015；

史湘琳，2010；李澤楊，2014；梁惠

娥、程冰瑩、崔榮榮，2009；曹佳想，

2011；顏惠芸、林伯賢、林榮泰，2014

A1. 此服裝具備吸引人的「故事性/寓意」 

A2. 此服裝能夠傳達文化意涵 

A3. 此服裝能具有趣味性 

A4. 此服裝能夠喚起生活回憶 

A5. 此服裝具時尚品味 

A6. 此服裝具備正面或向上的涵義 

B.美感 

B0. 此服裝具有美感 

Na, 2009；Thompson & Haytko, 1997；

Yen, Lin, P. H., & Lin, R., 2015；小池千

枝，1992；史湘琳，2010；林家旭，

2003，2008；顏惠芸、林伯賢、林榮

泰，2014 

B1. 此服裝造型比例好 

B2. 此服裝具現代感 

B3. 此服裝色彩應用得當 

B4. 此服裝材質運用具巧思 

B5. 此服裝透過原始形態（動、植、器物）特徵進行設計

B6. 此服裝觸感感覺良好 

C.創意 

C0. 此服裝具有創意 

Yen, Lin, P. H., & Lin, R., 2015；小池千

枝，1992；林家旭，2003，2008；顏

惠芸、林伯賢、林榮泰，2014  

C1. 此服裝令人覺得新奇 

C2. 此服裝具有原創或創新性 

C3. 此服裝令人覺得特別 

C4. 此服裝穿著方式具巧思 

C5. 此服裝能符合不同類型使用者 

C6. 此服裝具有多功能性 

D.精緻 

D0. 此服裝具有精緻感 

Yen, Lin, P. H., & Lin, R., 2015；李澤

楊，2014；吳世偉，2011；曾啟雄、

陳昱甫，2014；顏惠芸、林伯賢、林

榮泰，2014  

D1. 此服裝結構考究 

D2. 此服裝細節設計良好 

D3. 此服裝表面紋飾設計細膩 

D4. 此服裝配飾小巧精美 

D5. 此服裝具有高質感 

D6. 此服裝整體設計精緻 

E.工學 

E0. 此服裝注重人體工學 

Werner, Magnenat-Thalmann, & 

Thalmann, 1993；Yen, Lin, P. H., & Lin, 

R., 2015；李澤楊，2014；吳世偉，

2011；曾啟雄、陳昱甫，2014；顏惠

芸、林伯賢、林榮泰，2014 

E1. 此服裝具實用功能 

E2. 此服裝容易穿著 

E3. 此服裝穿著不容易曝光 

E4. 此服裝穿著後行動便利 

E5. 此服裝看來耐穿 

E6. 此服裝採用專業或最新技術製作 

F.整體表現 

F1. 我喜歡這件作品 
Yen, Lin, P. H., & Lin, R., 2015；顏惠

芸、林伯賢、林榮泰，2014  
F2. 此件作品為文創產品的典範 

F3. 此件作品充滿設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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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實驗設計 

本研究的受測對象，主要以對於中華文物與設計有基本了解與認識的大學生為主。共有 194 人其中

包含 26 位男性與女性 168 人；時尚相關科系 86 人，設計相關科系 108 人，年齡介於 19~22 歲之間，學

習背景為廣告設計、視覺傳達、材料纖維、服裝設計、時尚造形、流行設計等設計相關背景。本研究主

要以網路問卷發放進行，研究人員事先邀請學生參與調查並徵求同意。同意參與的學生會在問卷開放時

間上網填寫問卷，問卷填寫時間約 15~20 分鐘。問卷內容包含個人基本資料及每件作品的各構面問題，

而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系所及年級等項目。 

評量題目的量尺為 Likert-type 7 點量表，由「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稍微不符合」、「普

通」、「稍微符合」、「符合」、「非常符合」，分別給予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6 分及 7 分。

評量問題共 38 題，題本回收後，除了詳加檢閱填答者的作答情形，並進行廢卷處理，將空白問卷、過多

題目未填答者的問卷予以淘汰，回收有效問卷 192 份，測試人數為問卷題數的 5 倍。符合樣本數的需求，

應與研究所使用的測量量表長度有關，量表越長，樣本數的需求也越高，一般建議樣本數最少為變數項

的五倍，且總樣本數要大於 100，其才能確保因素分析結果的可靠性（Ghiselli, Campbell, & Zedeck, 1981；

Gorsuch, 1983；吳明隆、涂金堂，2010）。 

在資料分析部分，本研究首先利用信效度與相關係數分析確認量表可行性。再以多元迴歸分析確立

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之組成因素個別是否具有解釋力、相對重要性的比較。最後以 T 考驗檢視不同學

習背景之受測者對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之組成因素，以及不同受測樣本之看法是否具有差異性。 
 

四、結果與討論 

4-1研究問卷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 SPSS 22.0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檢核總量表共有魅力、美感、創意、精緻、工學與整

體表現六個構面。為了瞭解問卷的可靠性及有效性，對於信度的量測，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信度

係數來檢定問卷各個構面。信效度分析結果如下：總量表的信度係數 Cronbach α 為 0.98（p <0.001），

而從各構面內容信度來看，Cronbach α係數皆大於 0.9（p <0.001），顯示這些作業具足夠的信度。符合

吳明隆（2007）提出信度係數佳的量表，其總量表的信度係數最好在 0.80 以上；而單一構面的信度係數

最好在 0.70 以上；從各構面內容效度來看，六個構面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0.72~0.97 之間，符合 Fornell 與

Larcker（1981）建議其標準值須大於 0.5。而各構面的解釋變異量則介於 74％~92%之間，整體結果符合

標準，顯示本研究工具有可行性，量表之信效度如表 3 所示。 

表 3. 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之問卷信效度分析 （N=192） 

構面 題號 Cronbach α係數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A 魅力 

A0 

.958 

.909 

80.326% 

A1 .912 

A2 .907 

A3 .883 

A4 .834 

A5 .923 

A6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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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之問卷信效度分析 （N=192）（續） 

構面 題號 Cronbach α係數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B 美感 

B0 

.964 

.931 

82.767% 

B1 .946 

B2 .885 

B3 .936 

B4 .942 

B5 .835 

B6 .888 

C 創意 

C0 

.955 

.942 

79.846% 

C1 .945 

C2 .928 

C3 .915 

C4 .944 

C5 .785 

C6 .775 

D 精緻 

D0 

.982 

.963 

90.263% 

D1 .942 

D2 .965 

D3 .946 

D4 .903 

D5 .961 

D6 .969 

E 工學 

E0 

.939 

.863 

73.506% 

E1 .901 

E2 .919 

E3 .722 

E4 .900 

E5 .884 

E6 .795 

F 整體表現 

F1 

.955 

.956 

91.886% F2 .955 

F3 .964 

 
4-2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問卷相關係數分析 

透過皮爾森積矩相關係數（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評估每個構面與總量表之間

的關係，結果顯示各構面彼此以及各構面與總量表具有顯著相關，量表的相關性係數分析如表 4 所示。 

表 4. 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問卷之相關係數矩陣情形（N =192）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A 魅力 B 美感 C 創意 D 精緻 E 工學 F 整體表現 總量表

A 魅力 4.623 .9239 1       

B 美感 4.620 .8794 .931** 1      

C 創意 4.443 .9370 .908** .907** 1     

D 精緻 4.914 .9512 .866** .920** .850** 1    

E 工學 4.151 .8260 .780** .817** .824** .693** 1   

F 整體表現 4.564 1.0186 .896** .918** .901** .890** .776** 1  

總量表 4.551   .8570 .957** .976** .958** .928** .867** .946** 1 
**. 相關性顯著水準為 0.01（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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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組成成分與產品整體表現關係的檢驗 

以「魅力」、「美感」、「創意」、「精緻」與「工學」五個構面對於「整體表現」的三個問題的

影響，以多元回歸分析進行探討。如表 5 顯示，三個依變項的多元迴歸分析之 F 值分別為 151.604、

144.459、232.091，皆達顯著水準（p<.001），其可預測程度分別達 80.3%、79.5 %、86.2 %。t 檢定結果，

依變項「我喜歡這件作品」的常數項為-0.438，其顯著性為 0.02<0.05（小於α=0.05），故捨棄其為 0 之

虛無假設，迴歸方程式之常數項不應為 0，故不可將其省略。五個自變項中，其中「美感」與「工學」

之顯著性分別為 0.006<0.01、0.001<0.01，均小於α=0.01，可捨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表示「我喜歡這

件作品」與「美感」、「工學」存有直線關係。其係數為 0.414 與 0.261，顯示「我喜歡這件作品」與「美

感」、「工學」之關係為正相關，故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之美感與工學程度越高則受測者越喜歡該作

品。而「魅力」、「創意」與「精緻」等三個自變項之顯著性均大於α=0.05，故無法捨棄其為 0 之虛無

假設，顯示「我喜歡這件作品」與這些變數間並無顯著之直線關係。故可將這些變數之係數自回歸方程

式中排除掉。其回歸方程式為： 

F1= -0.438+0.414B + 0.261E 

（我喜歡這件作品＝-0.438＋0.414X 美感＋0.261Ｘ工學） 

依變項「此件作品為文創產品的典範」的常數項為-0.463，其顯著性為 0.028<0.05（小於α=0.05），

故捨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迴歸方程式之常數項不應為 0，故不可將其省略。五個自變項中，其中「魅

力」、「創意」與「精緻」之顯著性分別為 0.002<0.01、0.001<0.01、0.002<0.01，均小於α=0.01，可捨

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表示「此件作品為文創產品的典範」與「魅力」、「創意」與「精緻」之關係為

正相關，，故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之魅力、創意與精緻程度越高則該作品會越被認為是文創產品的典

範。而「美感」與「工學」這兩個自變項之顯著性均大於α=0.05，故無法捨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顯示

「此件作品為文創產品的典範」與這兩個變數間並無顯著之直線關係。故可將這些變數之係數自回歸方

程式中排除掉。其回歸方程式為： 

F2=-0.463+0.376A +0.367C+0.322D 

（此件作品為文創產品的典範＝0.463+0.376X 魅力+0.367X 創意+0.322X 精緻） 

依變項「此件作品充滿設計感」的常數項為-0.563，其顯著性為 0.001<0.01（小於α=0.01），故捨

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迴歸方程式之常數項不應為 0，故不可將其省略。五個自變項中，其中「美感」、

「創意」與「精緻」之顯著性分別為 0.018<0.05（小於α=0.05）、0.000<0.001、0.000<0.001（小於α=0.001），

可捨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表示「此件作品充滿設計感」與「美感」、「創意」與「精緻」之關係為正

相關，故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之美感、創意與精緻程度越高則該作品會被認為越有設計感。而「魅力」

與「工學」這兩個自變項之顯著性均大於α=0.05，故無法捨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顯示「此件作品充滿

設計感」與這兩個變數間並無顯著之直線關係。故可將這些變數之係數自回歸方程式中排除掉。其回歸

方程式為： 

F3=-0.563+0.317B +0.467C+0.386D 

（此件作品充滿設計感＝0.563+0.317X 美感 +.0.467X 創意+0.386X 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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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整體表現」構面與「魅力」、「美感」、「創意」、「精緻」與「工學」五個構面之回歸分析（N =192） 

依變項 自變項 B SE β   t 

F1我喜歡這件作品 A魅力 .140 .107 .128 1.309 

B美感 .414 .149 .360 2.782** 

C創意 .093 .099 .086 .943 

D精緻 .172 .093 .162 1.843 

E工學 .261 .077 .213 3.366** 

R=.896       Rsq=.803       F=151.604*** 

F2此件作品為文創產品的典範 A魅力 .376 .119 .315 3.146** 

B美感 .091 .166 .073 .550 

C創意 .367 .110 .312 3.340** 

D精緻 .322 .104 .278 3.100** 

E工學 -.075 .086 -.056 -.871 

R=.892       Rsq=.795       F=144.459*** 

F3此件作品充滿設計感 A魅力 -.042 .096 -.036 -.437 

B美感 .317 .133 .259 2.387* 

C創意 .467 .088 .407 5.306***

D精緻 .386 .083 .341 4.628***

E工學 -.012 .069 -.009 -.167 

R=.928       Rsq=.862       F=232.091*** 
*p<.05   **p<.01   ***p<.001 

4-4不同學習背景之影響探討 

針對不同學習背景看待七件樣本，進行問卷各構面「獨立樣本 T 考驗」，得知各構面都是服裝設計

背景者的樣本平均數大於其他設計科系背景者，各構面的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 檢定均未達顯著

（p>.05），顯示兩個受測族群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進而觀察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

僅有工學構面的考驗結果達到顯著。得知這兩個受測族群對於七件樣本僅有工學構面有顯著差異。如表

6 所示。 

表 6. 不同學習背景對問卷各構面之 T考驗（N =192） 

構面 學習背景 M SD F值 t值 差異比較 

A魅力 
其他設計科系 4.5337 .91683 

.077 
-1.493 

F值呈現同質性違反 
時尚設計科系 4.7333 .92592 -1.492 

B美感 
其他設計科系 4.5637 .87964 

.206 
-.975 

F值呈現同質性違反 
時尚設計科系 4.6882 .87926 -.975 

C創意 
其他設計科系 4.3972 .93925 

.002 
-.743 

F值呈現同質性違反 
時尚設計科系 4.4983 .93667 -.743 

D精緻 
其他設計科系 4.8554 .97488 

.007 
-.939 

F值呈現同質性違反 
時尚設計科系 4.9850 .92167 -.944 

E工學 
其他設計科系 4.0337 .79563 

.633 
-2.208* 

時尚設計科系>其他設計科系 
時尚設計科系 4.2957 .84429 -2.194* 

F整體表現 
其他設計科系 4.4555 1.02301

.000 
-1.645 

F值呈現同質性違反 
時尚設計科系 4.6977 1.00296 -1.649 

註：加粗斜體字為具顯著差異之題項 

根據上面的結果，進一步分析，針對不同學習背景看待七件樣本，將問卷所有題目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結果得知，除了「C2.具有原創或創新性」與「C3.令人覺得特別」，所有題目都是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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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背景者的樣本平均數大於其他設計科系背景者，各題目的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 檢定均未達顯著

（p>.05），表示這兩個受測族群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進而觀察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

現僅有七題的考驗結果達到顯著。魅力構面的「A4.喚起生活回憶」，創意構面的「C5.能符合不同使用

者」與「C6.具有多功能性」，工學構面的「E1.具實用功能」、「E2.容易穿著」與「E4.穿著後行動便利」

以及整體表現構面的「F1.我喜歡這件作品」。工學面向呈現最多差異，呼應上一階段的結果，顯示時尚

設計群組比起其他設計群組更注重技術專業面向，而注重的創意構面也不同，此外大部份美感與精緻構

面之題項則完全無差異，顯示時尚設計群組與其他設計群組對於作品美的感受與具體結構感受具有一致

性。不同學習背景對問卷各構面所有題目之 T 考驗，如表 7 所示。 

表 7. 不同學習背景對問卷各構面所有題目之 T考驗（N =192） 

構面 題目 學習背景 M SD F值 t值 差異比較 

A魅力 

A0 
其他設計科系 4.7049 1.02035

.004 
-1.428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9153 1.00882 -1.430 

A1 
其他設計科系 4.8100 1.01758

.161 
-1.527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5.0316 .97788 -1.533 

A2 
其他設計科系 4.9542 .98867 

.117 
-1.061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5.1080 1.01204 -1.058 

A3 
其他設計科系 4.5526 1.00264

.061 
-.426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6146 1.00517 -.426 

A4. 
其他設計科系 3.8854 1.13491

.058 
-2.429* 

時尚設計科系>其他設計科系 
時尚設計科系 4.2874 1.14715 -2.426* 

A5 
其他設計科系 4.4704 1.01705

.380 
-1.018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6179 .97519 -1.023 

A6 
其他設計科系 4.3585 1.05794

.030 
-1.311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5581 1.03889 -1.313 

B美感 

B0 
其他設計科系 4.7062 .98971 

.010 
-.874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8289 .93891 -.879 

B1 
其他設計科系 4.5620 .93963 

.243 
-.931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6894 .94563 -.931 

B2 
其他設計科系 4.3706 .96262 

.377 
-.092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3837 1.01188 -.091 

B3 
其他設計科系 4.6321 .94369 

.177 
-1.037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7757 .96829 -1.034 

B4 
其他設計科系 4.7412 .95844 

.005 
-.855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8588 .93267 -.858 

B5 
其他設計科系 4.5714 1.04867

.112 
-.974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7176 1.01631 -.977 

B6 
其他設計科系 4.3625 1.00227

.361 
-1.456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5631 .87964 -1.476 

C創意 

C0 
其他設計科系 4.7318 1.04378

.451 
-.106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7475 .98529 -.107 

C1 
其他設計科系 4.7264 1.06378

.699 
-.008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7276 .98503 -.008 

C2 
其他設計科系 4.7736 1.08113

2.162 
.261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7342 .98516 .264 

註：加粗斜體字為具顯著差異之題項；雙尾檢定：*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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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學習背景對問卷各構面所有題目之 T考驗（N =192）（續） 

構面 題目 學習背景 M SD F值 t值 差異比較 

 

C3 
其他設計科系 4.8895 1.09992

1.560 
.902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7542 .94549 .916 

C4 
其他設計科系 4.5013 1.05094

.008 
-.226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5349 .98590 -.228 

C5 
其他設計科系 3.6900 1.08912

.106 
-2.513* 

時尚設計科系>其他設計科系 
時尚設計科系 4.0914 1.11412 -2.507* 

C6 
其他設計科系 3.4677 1.10684

.064 
-2.663** 

時尚設計科系>其他設計科系 
時尚設計科系 3.8987 1.12547 -2.658** 

D精緻 

D0 
其他設計科系 4.9488 1.06343

.132 
-1.149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5.1196 .97431 -1.159 

D1 
其他設計科系 4.7965 1.02504

.336 
-.201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8256 .95879 -.203 

D2 
其他設計科系 4.8235 1.05947

.229 
-.875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9535 .97716 -.883 

D3 
其他設計科系 5.0984 .97118 

.036 
-.768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5.2060 .95834 -.769 

D4 
其他設計科系 4.5849 1.01371

.122 
-1.598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8140 .95394 -1.609 

D5 
其他設計科系 4.8248 1.04054

.154 
-1.057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9784 .95002 -1.067 

D6 
其他設計科系 4.9111 1.02457

.031 
-.595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9983 .99398 -.597 

E工學 

E0 
其他設計科系 4.2412 .96031 

.498 
-1.740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4850 .97219 -1.738 

E1 
其他設計科系 3.6173 1.07693

.025 
-2.477* 

時尚設計科系>其他設計科系 
時尚設計科系 3.9967 1.02852 -2.489* 

E2 
其他設計科系 3.9434 .89977 

.205 
-2.053* 

時尚設計科系>其他設計科系 
時尚設計科系 4.2209 .96956 -2.037* 

E3 
其他設計科系 4.6388 .83281 

.051 
-.922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7542 .89728 -.915 

E4 
其他設計科系 3.6995 .98382 

.215 
-2.426* 

時尚設計科系>其他設計科系 
時尚設計科系 4.0432 .96719 -2.430* 

E5 
其他設計科系 3.8760 .95559 

.582 
-1.852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1246 .88574 -1.866 

E6 
其他設計科系 4.2197 .98880 

.016 
-1.587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4452 .96727 -1.590 

F整體表

現 

F1 
其他設計科系 4.3167 .98640 

.325 
-2.273* 

時尚設計科系>其他設計科系 
時尚設計科系 4.6462 1.01341 -2.267* 

F2 
其他設計科系 4.4973 1.11762

.267 
-1.380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7176 1.07754 -1.385 

F3 
其他設計科系 4.5526 1.10886

.860 
-1.132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7292 1.03179 -1.141 

註：加粗斜體字為具顯著差異之題項；雙尾檢定：*p < .05. **p < .01 

再將問卷中整體表現構面中的「F1 我喜歡這件作品」、「F2 此件作品為文創產品的典範」與「F3

此件作品充滿設計感」三項平均值，針對不同學習背景對各樣本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結果如表 8

所示，顯示樣本 5 與 6 整體表現構面中的每一題都具顯著性，且時尚設計科系大於其他設計科系，顯示

此兩件作品深受時尚設計群組的受測者青睞，是屬於較具實驗性質之設計作品，不易成為日常生活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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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學習背景對問卷「整體表現」構面各題目之 T考驗（N =192） 

樣本 構面 學習背景 M SD F值 t值 差異比較 

P1 

F1 
其他設計科系 3.7264 1.61265

2.432
-1.734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1163 1.46664 -1.751 

F2 
其他設計科系 4.1415 1.55189

1.533
-1.129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3837 1.38197 -1.143 

F3 
其他設計科系 4.0943 1.54012

1.217
-.591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2209 1.39243 -.597 

P2 

F1 
其他設計科系 4.4340 1.46722

1.489
-1.026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6395 1.26410 -1.042 

F2 
其他設計科系 4.5849 1.43340

1.613
-1.168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8140 1.24155 -1.186 

F3 
其他設計科系 4.6226 1.50841

5.359
-.783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7791 1.19214 -.803 

P3 

F1 
其他設計科系 4.9057 1.60076

.531
.194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8605 1.60267 .194 

F2 
其他設計科系 4.8302 1.55821

1.504
-.087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8488 1.36784 -.088 

F3 
其他設計科系 4.8491 1.49789

.068
.338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7791 1.33197 .342 

P4 

F1 
其他設計科系 4.9434 1.58463

2.141
-.261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5.0000 1.38054 -.264 

F2 
其他設計科系 4.7830 1.38705

.018
.138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7558 1.32786 .138 

F3 
其他設計科系 5.0000 1.43427

.644
.854 

差異不顯著 
時尚設計科系 4.8256 1.37363 .858 

P5 

F1 
其他設計科系 3.4151 1.59085

1.419
-4.644***

時尚設計科系>其他設計科系 
時尚設計科系 4.4419 1.43572 -4.694***

F2 
其他設計科系 3.9717 1.58239

.698
-2.813**

時尚設計科系>其他設計科系 
時尚設計科系 4.5814 1.37597 -2.854**

F3 
其他設計科系 4.0189 1.71259

7.785
-3.182**

時尚設計科系>其他設計科系 
時尚設計科系 4.7209 1.24287 -3.287**

P6 

F1 
其他設計科系 3.6321 1.53266

.066
-3.107**

時尚設計科系>其他設計科系 
時尚設計科系 4.3256 1.54495 -3.104**

F2 
其他設計科系 4.1415 1.48285

.021
-2.109* 

時尚設計科系>其他設計科系 
時尚設計科系 4.5930 1.46631 -2.111* 

F3 
其他設計科系 4.0660 1.55085

.007
-2.282* 

時尚設計科系>其他設計科系 
時尚設計科系 4.5698 1.48356 -2.292* 

註：加粗斜體字為具顯著差異之題項；雙尾檢定：*p < .05. **p < .01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過去研究為基礎，整合前人之觀點，在其基礎上拓展研究觀點，透過相關問卷調查、驗證

分析獲得本研究的結果，除了在量表構面與次級要素等兩層次指標的建構與信效度分析之外，透過評估

量表之正式的調查與分析其具體結果所獲得之最後主要結論如下方所列。 

1. 信度、效度與關係係數分析結果符合檢驗標準，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評估量表具有可行性，故成

立。而此量表可以提供予相關設計教學，並提供產業評價時尚設計之參考依據與應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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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研究結果發現，時尚設計作品需兼具產品設計的心理與生理面，意即感性、理性都需兼具，從各

向度之設計因素比較分析後發現，文化內涵與技術層次同等重要並具顯著性，其中時尚設計作品之

美感、創意與精緻因素比例最重，其中更為突出的因素是人們注重時尚設計作品的造形比例、巧思

感、新奇性與整體精緻度，整體結果呼應文創產品設計需具備感質特性，即是品質與情感的整合（顏

惠芸、林伯賢、林榮泰，2014）。也證明情感設計的時代早已來臨，符合 Norman（2004）指出利用

情感設計的產品能吸引並喚起人們的正面情緒，因為人類本能的就喜歡具美感且愉悅的事物。因此，

時尚設計作品要成為令人喜歡且具設計感的文創產品的典範，可參考本研究所訂定的衡量指標。 

3. 關於不同學習背景族群的差異比較，本研究假設為，服裝相關設計科系的同學，對文化元素轉換時

尚設計的看法與喜好應該與其他設計科系之同學有所不同，相關結論如下。 

（1）從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的因素來看，時尚設計背景者比起其他設計科系背景者更注重時尚設

計作品能否喚起生活回憶、符合不同使用者、具有多功能性、具實用功能、容易穿著、穿著後

行動便利，以及對各作品的喜好度也比其他設計科系背景者高，可以發現理性的工學面向呈現

最多差異，顯示時尚設計群組比起其他設計群組更注重技術專業面向，而注重的創意構面也不

同，此外大部份美感與精緻構面之題項則完全無差異，顯示時尚設計群組與其他設計群組對於

作品美的感受與具體結構感受具有一致性。 

（2）從不同時尚作品(受測樣本)的面向來看，「我喜歡這件作品」、「此件作品為文創產品的典範」

與「此件作品充滿設計感」，探討不同學習背景族群的看法，發現僅樣本 5（青銅簋轉換服裝）

與樣本 6（青銅壺轉換服裝）具有顯著差異，此兩件這品深受時尚設計科系學習背景的受測者

青睞，因此觀察這兩件作品，發現其與其他五件作品最大不同之處為較不容易成為現實生活可

穿著之服飾，材質偏硬挺，風格呈現誇張、中性以及俐落的直線感，較屬於實驗性質之設計作

品。卻也呼應馮永華、楊裕富（2006）所認為，後現代風格將在本世紀初式微，並將出現新的

風格，此風格首先會揚棄複雜性；繁雜的復古、拼貼形式將褪流行，雖然傾向簡潔，但不會再

走向缺乏語意的路線，簡潔風格為一種新的風尚。 

當今的時尚圈刮起一陣東方風潮，當「鏡花水月」成為紐約時尚盛會，Met Gala 主題，黑髮黃皮膚

的設計師在國際舞台上紛紛出位（黃珊，2015），如同甫獲得 2016 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台灣設計

師陳俊良的「東裝」，在在顯示東方時尚風格正在興起，而豐厚與源遠留長的中華文化正是華人最大的

優勢，讓創意與美學等感性訴求的設計活動，其超越理性，是文化加值設計產品的關鍵因素。本研究結

論可以提供設計教育與相關設計單位之參考，由於能理解自身文化的設計師更容易掌握文化內涵的應

用，因此更容易啟發學子在文化元素轉換創作與思考詮釋之能力。研究結果並提供產業評價時尚設計之

參考依據與應用參考，以及未來相關研究參考之依據，也能讓「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評估量表」此衡

量標準強化設計產業，讓企業可以強化文化創意並提升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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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arel is a key part of social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izing the implication of apparel 

culture is essential to designing cosmopolitan clothing. The Chinese style has provided notable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elements to the emerging oriental aesthetics in recent years. Thu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case study on the fashion exhibition 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n New York.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scale design, survey, and 

data analysis, the author explored factors involved in transforming cultural elements into fashion 

design and obtained several results. First, the designed scale, which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into fashion design,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elevant design teaching and the 

industrial assessment of fashion. Second, the shape ratio of clothing, ingenuity, novelty and 

overall refining is more significant when designing clothes based on cultural elements. Finally,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design undergraduates, the undergraduates with a fashion design 

background placed more emphasis on technical proficiency and preferred experimental design 

creations, such as those with stiff materials, bold styles, neutral features, and clear straight lines. 

Keywords: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Fashion Design, Fashion Exhibition,  

Scale Con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