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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需要觀察、設計與鑑賞

閱讀《設計‧原點》原本懷抱著探索設

計原理的學習心態，但深度閱讀後發覺諸多

設計觀點串連生命的觀照與生活的體現。培

養設計力、敏銳力及鑑賞力之外，更應學習

如何運用設計觀點欣賞世界，靜心觀照回到

生命的原點。

全書架構以十大設計原則為主軸：統一

＆多元、群組、韻律&圖樣、連接、對比、背

景＆縮放、平衡、佈局、比例及意義。全書舖

陳從平面、空間、產品，甚至自然界等多重面

向引用大量案例，以視覺圖像為主，搭配文

字解說，透過個案研究方式以解析設計的思

考步驟，同時拆解設計的演化流程，目的在

幫助讀者完整瞭解一件作品的「設計史」。

✿ 閱讀‧需要靜心、觀想與反思

如何深度閱讀《設計‧原點》？欲強化

設計力者可以圖像思考為導向，將書中的成

功與失敗的例子加以對照思考，從案例分析

中看透「設計的起承轉合」，並且將各

領域之設計原則加以融會貫通，設計力

定能有所提升。想要有更豐碩的閱讀成

果者則應先摒棄預設的閱讀目的，放寬

思想場域，反思且連結設計觀點與生命經

驗，深度閱讀將有深度收穫！

看世界，學會設計的本質。作者強調生

活中的一物一景，不單只是呈現美感而已，

其中還蘊含「設計的意念」。深究設計原點

發現：不同的設計領域卻擁有共通的設計原

則，瞭解設計原則有助於學習效果及落實創

作，本文將歸納全書重要的設計原則，同時

發想、分享設計觀點背後的意涵，由設計的

原點串連生命的原點。

✿ 藝術‧需要整體完形、存在微妙之處

「設計」是什麼？查爾斯‧伊姆斯

（Charles Eames）設計師認為：設計是以最好

的方法組合元素以達成特定目的之計畫。然

而，「元素」又是什麼？元素，泛指任何藝術

的視覺成份，如曲線、直線、形狀與體積，

再搭配多種不同的顏色、光線、明暗、材料

與質感。運用組合原則，將元素成份巧妙地

結合在一起，創作出完美的作品以解決功能

的、美學的需求問題，「設計」就此產生。思

究其觀點意涵：設計真正的本質必須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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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或問題為任務導向，以「整體完形」優

於「元素總和」，掌握設計原則的共通性架

構，重新詮釋、重新定義、卓越自我。

統一＆多元原則

設計，包含某些控制或秩序，不隨意而

為，依問題的功能需求，將元素清楚地隸屬

於整體，協調地合成一體，在需求掌控與多

元視覺之間力尋平衡點，此為統一&多元原

則的精神意涵。

本書統一中蘊藏多元，多元內不乏次

序；猶若處世態度方中帶圓，圓中有方，方

圓之間，知所進退。

群組原則

設計，有意圖有秩序地匯集元素，形成

群組，方能將設計統整為一體。群組的運用

策略，可運用相似元素讓觀眾清楚「瀏覽」

設計者的意圖；或可運用重覆共同元素、使

用接近性或重疊性產生強烈的群組感，強調

整體構圖。

書中確認集合元素的目的性，此為群組

原則運用之前提；猶若組織團隊必須對組織

目標凝聚共識、溝通協調，方能產生群體智

慧與合作能量。

韻律＆圖樣原則

相關元素的規律再現或自然律動，這就

是「韻律」。運用韻律及圖樣是一種賦予設

計秩序感的有效工具。

本書認為韻律與圖樣的運用策略必須扣

合問題及目的，找出適合的相關圖樣，再現

頻率也須讓人能夠理解；猶若思維訓練，可

以是有規律的線性思考，更可以是發散性思

考、逆向思考、聚合思考、聯想思考、邏輯

思考，綜合運用思考、直覺與靈感等多元認

知方式，「創意思維」源自於此。

連接原則

設計，不僅僅是將相似或相異的元素串

連起來，更應將設計物連結到環境或背景。

例如在建築設計中，強化物件與環境關係的

關聯性，能喚起情感反應。

書中強調不論元素有多好，唯有仔細

思考它們的關聯，整體設計才能成功；猶若

職場專業訓練，洞悉問題的本質，必先能夠

透視問題背後的問題，因此，關聯力與先見

力、構思力、議論力、質問力一樣重要。

對比原則

設計，強烈對比手法可以展現層次感，

創造絕佳效果。

本書認為對比的運用策略必須仔細推

敲設計問題的特定需求，進而掌握焦點、加

以佈局、顯現對比層次感；猶若生命探索，

經常自我對話，深知需求，要什麼？不要什

麼？行動取捨不失度，失度則會亂套，同時

學習善用智慧與謀略，轉化對比關係，將劣

勢及危機扭轉為優勢及機會。

背景&縮放原則

設計，沒有獨立存在的設計問題，好

設計存在於不同尺寸與領域之間，存在於更

大、整體的背景裡。

《設計‧原點》強調設計需要人性化，

融入週遭背景的情感關聯且考量視距恰當比

例；猶若人際社交關係， 學習縮小自我，放

大心胸氣度，喜樂將常駐心中。

平衡原則

設計，對比、相反或互動元素間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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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產生賞心悅目的整合效果，可稱之為

平衡。策略運用在平面設計稱為「形象—背

景平衡」，在立體設計稱為「實空平衡」。

書中提出良好的設計需同步考量平衡的

平面及立體的情境；猶若生活智慧，懂得在

工作與生活間尋求平衡，在自我與他我間尋

求和諧，抱持隨遇而安、隨喜而做、隨緣而

活、隨心而定的生活智慧，為生命尋求平衡

與安定。

佈局原則

設計，整體構圖的定位，訂定元素的

方向，此為佈局。佈局的特殊運用例如「出

血」─讓物件超出邊緣，有助於擴展感

官視野，增添設計的動態特質；例如「深度

錯覺」，利用透視、重疊元素、對比色調或

對比顏色並列可產生深度錯覺，也是一種有

效的設計策略。

閱讀本書，可清楚理解良好設計不會

「任意」組合或裝飾，卓越設計存在於「創

意佈局」；猶若商場謀局，先謀後事者昌，

先事後謀者亡，大眼光成就大戰略，心有多

大格局就有多大。真正的佈局必須從戰略的

高度縱覽全局，審時度勢、應勢而為、借勢

成長，謀大局也謀細節，謀自身也謀對手，

唯有善於謀局、識局、佈局、開局，方能勝

局，決戰千秋。

比例原則

設計，按比例調整所有元素，直到任

何增、減、修改都會破壞整體的和諧，即為

「美的比例」。

《設計‧原點》認為黃金分割創造美

的比例；猶若生命之美，「美」是一種思考

方式，是一種精神認同，也是一種生命的態

度，平實中求真、平凡中求善、平淡中求美。

意義原則

設計，不論視覺上多有趣或多麼創新，如

果無法解決特定需求的問題，就不算是設計。

書中雖認為卓越設計關乎新鮮樣貌、新

穎風格及創意詮釋，但仍需回到需求原點，

能夠反映問題，也要反映價值。設計的原點

回歸需求、回歸意義的確認；猶若生命的原

點，人生的迷思常是變與不變間，找不到著

力點，而人生的智慧則是變與不變之間，分

寸得宜，找到意義與價值。

✿ 美學經濟‧尋求認同、創造經濟價值

全書強調「看世界，學會設計的本

質」，強調「視覺思考」、「視覺溝通」與

「視覺詮釋」與語言技巧一樣重要，更強調

「設計」是過程，「需求」才是目的。設計

創造美感，倘能將美感進一步重塑商業行

為、文化及個人價值，附加經濟價值，將創

造出「美學經濟」。美學經濟是一種以設計

原點為基礎，一種以美感創造產品或服務價

值的商業模式。

根據行銷專家潘蜜拉‧丹席格（Pamela 

Danziger）對人性的觀察：所有的人都在追

求「更好的體驗、更深的意義、更豐富的享

樂、更深遠的感受」。從美學設計走出經

濟，成功關鍵要素包括內容管理、品牌管

理、設計管理、加值服務及體驗服務等。唯

有強調生命的關懷、發揮美學的設計感、尋

求需求的認同、輔附經濟的價值，方能將設

計創造多倍價值，形塑美學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