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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以往，燈具在人們的心目中，只是個照明的輔助

工具，廣義的燈，多是指照明、指示；陝意的燈，在

各領域有著多層的解釋，文學意指引光明的方向，走

出心靈的黑暗；宗教意開啟閉塞的心，向善的門。歷

經千百年的轉變，這些意涵都沒變化，但卻增加了更

多功能與功用。功能上更發揮它發光的特性，做為新

潮、科技、另類、撫慰、安定等等....更從顔色的多

變化，將人類的七情六慾轉化為光的多變色彩。 

燈，已不再是單純的工具，更是引導情緒，轉化

心情，帶領時尚的重要功臣，給我們視覺上的享受，

心情上的震憾。再配合著其他的素材、媒介，尋找出

更多的可能。 

近年來，生活品味需求的意識抬頭，居家照明成

為主導空間氣氛的重要原素。過去，我們對於居家燈

光的配置，都僅注意到單光源放置的效果，為的只是

人們視覺上的協助。在單光源的時代裡，客廳、臥室

與室內空間，都是由單盞燈來主控全局，一般人對燈

光的要求不多，清晰明亮即可。  

然而，在照明設計的領域裡，增添了許多的變

化。除考量人們對於燈光的基本需求外，也開始思考

光源與空間的互動，傳統單光源的佈置方式，便逐漸

發展為多光源的設計模式。  

多光源的設計能滿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與生活

空間互動的同時，還能運用明暗對比來產生如繪畫

般，主從強弱的層次感；在主光源與輔助光源的搭配

之下，其光影的流動有了更多面貌，不論是輕描淡寫

或是濃郁色彩，都能形成曼妙的空間氛圍。  

每個人都可以藉著運用燈光，施展照明的魔法，

依自己的喜好跟需求，創造屬於自我的個性空間。不

過，多數人對於燈飾種類及燈光運用的常識有限，無

法根據自己的確切需求選擇適合的燈具，除了減少照

明的樂趣外，亦使視力容易損傷。燈飾就如同魔法棒

一般，如果我們能了解不同種類的燈與它的基本的照

明模式，就能施展光的魔法，為自己和家人創造一個

舒適又有變化的生活空間。 

本次的裝飾燈具設計，以擺脫傳統對燈飾的既有

窠臼印象，仍從發光體為出發，循著自然為本的軌跡，

演譯出簡約的觀點，再度找尋那久未重逢，卻又如此

貼近內心底層的那一份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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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設計背景 

點燃光明，照亮黑暗，人類為此，做了許久的努

力。自然界的各種現象，月光、閃電、極光、螢火蟲...

等等，都只是瞬間的，有時間性的，或是看天候狀況

的。自發現了火、使用火，慢慢的，光明就為人類所

保留下來，繼而發明了火把、蠟燭、煤油燈，自愛迪

生發明燈泡後，燈具更是一日千里的進步。 

時至今日，燈具的使用，已不只用於照明的侷

限，裝飾點綴、環境佈置、營造氣氛，燈具的使用，

更是不可或缺。光線的運用，更是傳遞情感，表達心

情的另一手段。 

參.設計過程 

3.1 訂定設計目標 

(1)族群設定 

單身貴族，20 ~ 35 歲，單身族群崇尚自由，閒

錢多，講究生活品質，生活環境要更舒適；懂得搞賞

自己。 

根據尼爾森媒體消費/生活型態調查(Life Index)
顯示，單身族群中真正擁有消費實力者(經濟獨立)，

只有 49.1%，但所展現的消費觀-不會理財不在乎價格

經常支出高於收入，追求新奇，個性化需求，讓人無

法忽視如此的消費潛力。 

(2)環境設定 



商業場所:咖啡廳、PUB、西餐廳 

居家環境:客廳、餐廳、寢室 

(3)情境觀察 

商業場所分為動態場所，如 PUB；靜態場所，如

咖啡廳、西餐廳。雖然有著截然不同的調性，但有一

共通特點，都是給予消費者輕鬆、自在、無壓迫感的

空間。 

(4)物件觀察 

主要用途:照亮黑暗，方便視覺觀看。 

次要用途:營造氣氛，調整情緒，引領心情。 

(5)SWOT 分析 

優點：零件少，生產組裝容易，具可回收性材料，大

量生產時可降低生產成本。 

缺點：功能較單一，易為配角。 

機會：除了本身自有的功能，更與使用者產生互動，

增加趣味性，其獨特風格與現有市場做一分水。 

威脅：較個性化，非主流路線。 

3.2 資料收集與分析 

(1)光的解析 

光源和照明器對創造建築環境氛圍的作用十分

顯注，了解光源、照明器的特性在居住者生理感受和

心理效應方面亦十分的重要。照明作為附著于建筑內

部空間的客觀實體，對人的生理感受及心理效應不容

忽視。電器照明性能及質量的評估是通過人的視覺感

知，對居住者產生的生理感受、心理效應來衡量的。

因此，照明設計必須從使用者的生理的心理需要出

發，對光源和照明器做到合理選用及佈置。 

(2)電光源選擇 

光是以電磁波方式傳遞的一種特殊物質。電磁波

譜中，可見光的波長範圍約為 380~760nm。波長<380nm

和波長>760nm 的波分別是紅外光和紫外光。電光源是

通過消耗電能而產生光的人工發光裝置，其照明特性

與發光機理有密切關系。目前建築照明一般使用的電

光源有白熾燈(PZ)、鹵鎢燈(LZG)、熒光燈(YZ)、緊

湊型熒光燈(SL、PL)、熒光高壓汞燈(GGY)。使用最

廣泛的是白熾燈和熒光燈。 

白熾燈和鹵鎢燈是熱輻射光源，其光源能量分布

偏重于紅光，在額定狀態 UN 下光色呈白略偏紅橙。熒

光燈屬氣體放電光源，光譜能量分布變化幅度大，光

色因不同熒光粉配方可制成冷白(RL)、暖白(RN)、

日光(RR)以及紅、黃、綠、藍等顏色。建筑照明多選

用日光型(RR)熒光燈。白熾燈和熒光燈(RR)均具有

良好的照明效果。 

(3)光源的光色 

光色是光源(如圖一)的重要特性之一，包含有兩

個方面的內容：(1)光的外表顏色，即色表；(2)光照

射在裝飾物表面時對顏色的顯現特性，即光源的顯色

性。照明工程將光源的顯色性用 Ra 表示。如日光的顯

色指數定為 Ra=100 時，其他人工光源的 Ra 均小于

100。白熾燈 Ra=95~99，熒光燈 Ra = 70~80 等，現

對比白熾燈和熒光高壓汞燈，夜間熒光高壓汞燈光色

潔白明亮，但燈光下的人臉卻呈青紫色。說明該光源

色表雖好但顯色性卻很差。 

白熾燈光色呈白偏紅橙，對裝飾物顏色顯現與日

光比較接近，說明白熾燈的色表雖不如高壓汞燈，但

其顯色性卻較好。因此在餐廳、商場安裝白熾燈，對

增進食欲、刺激購買力是有益的，安裝在客廳則會產

生溫暖、熱烈、詳和的氣氛。公園用高壓汞燈，光與

林、池、橋、閣的配合，產生悠靜的氛圍，使游人留

連忘返。 

綜合上所述，在照明設計或者光源選用時，注意

同時考慮光源的功率、光色、色溫等，對創造優美和

諧的環境氣氛、產生良好的生理及心理效應是十分必

要的。 

 

 

 

 

 

 

 

 

 

圖一 光譜 

 



(4)裝飾作用 

不同風格、不同造型和顏色的燈具，是照明器裝

飾作用的重要基礎。照明器的裝飾效果主要是依靠燈

具的顏色(透光體的顏色)、造型和大小來實現的。燈

具的顏色通過光源的照射，透射到室內時，有兩方面

的因素值得考慮: 

●照明器透射光的色彩產生的氣氛及對觀察者的

心理感受 人對光色會產生顏色適應。色彩對人有

一定的生理和心理作用。藍、紫色最易引起疲勞，

紅、橙色次之，黃綠、綠和淡青等色更次之。因此

室內裝飾多作淡的黃綠、藍綠和淡青等色。 各種

顏色所能引的心理感受大致如下：　 

 

紅--熱情、愛情、活力、積極 

橙--爽朗、精神、無憂、高興 

黃--快活、開闊、光明、智慧 

綠--和平、安息、健全、新鮮 

藍--冷靜、誠實、廣泛、和諧 

紫--神秘、高尚、優雅、浪漫 

 

●人對光色也會產生顏色的不適應。對于光色的不

適應或不同的心理感受因不同的對象而有差異，根

據統計，老年人一般喜歡淡色調光照明，而男女之

間對光色的喜歡又有較大差別 ，一般順序如下: 

 

男：　橙、紅、黃、黃綠、白、藍、奶黃 

女：　白、紅、黃、橙、海藍、黑、深紫紅 

燈光色彩有使人產生聯想的生理效應，因此在設

計中應注意利用。如長期工作在高溫下的人，對紅色

的聯想速度最快、心理感受最為敏銳，因此在他們的

休息室、臥室應盡量少用或不用紅色燈光。 

而在室內養些枝葉茂盛的花草，安裝淡綠或淺藍

色窗帘，室內以淡清、淺藍等色調為主，照明器顏色

不宜使用暖色；相反，在寒冷地區或寒冬季節可采用

暖色光照明，使之產生熱烈、溫暖的心理感受。 

(5)燈光與裝飾物表面色彩的配合及產生的心理感受 

由光源的顯色性可知，照明效果可通過燈光色彩

與室內裝飾色彩的配合來實現。 

實驗證明:合理的配合可使室內裝飾更鮮明、生

動活潑，產生有益的心理感受。所有裝飾物的顏色只

有在日光或接近日光的光源照射下才接近基本原來顏

色，產生良好的生理及心理感受。 

光源、照明器的選擇和布置是照明工程的主要內

容。選擇和布置的水平對建筑功能的發揮及對居住者

生理及心理感受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照明工程師應認真分析人們的心理感受，

使光源、照明器的選擇及布置能更好滿足人們生理及

心理的基本要求，為創造優美、舒適的生活、工作環

境服務。 

(6)現有產品分析(如圖二、圖三、圖四、圖五) 

 

 

 

 

 

 

 

圖二 現有產品分析Ⅰ 

 

 

 

 

 

 

 

 

 

圖三 現有產品分析Ⅱ 

 

 

 

 

 

 

圖四 現有產品分析Ⅲ 



 

 

 

 

 

 

 

圖五 現有產品分析Ⅳ 

(7) 產品意象分析(如圖六、圖七) 

 

 

 

 

 

 

 

 

圖六 產品意象分析Ⅰ 

 

 

 

 

 

 

 

 

圖七 產品意象分析Ⅱ 

3.3 概念設計 

以腦力激盪法(如圖八所示)，光為中心，以自然

為根本，在有限時間內，做發散式聯想。在眾多的聯

想物件、行為、字詞、形體中，再取其中數個作為較

理想的基礎設計。 

 

 

 

 

 

 

 

 

 

 

 

 

 

 

 

圖八 概念樹枝圖 

3.4 具體化設計 

以不倒翁為設計主軸，使產品有著不倒翁的特

性，可左右搖擺卻不倒下，藉此一特性與使用者產生

互動關係，也隱喻著平衡、均衡的大自然法則，萬物

皆尋求自我的平衡，也尋求與他者的平衡，反映出人

們在繁忙功利的社會中，面對的各種情緒，不論是處

於歡樂、哀愁、怒火、欣喜，都在從中取得平衡。 

如同不倒翁一樣，永遠都可找到自己的平衡點，

在歡喜中平衡、在難過中平衡、在任何時候，都有平

衡點，也永遠處於不倒之地。(如圖九所示) 

 



 

 

 

 

 

 

 

 

 

 

 

圖九 幻光裝飾燈具 

3.5 細部設計 

零件數目減少，使生產組裝更容易，(如圖十所

示)也儘可能的使用可回收材質，符合現代綠色環保的

需求，也讓消費者於使用產品後，需更換所需耗損零

件時，不需具備特殊技能專長，亦不需要特殊的拆解

工具，就可進行簡易的維修及更換消耗性零件的動作。 

 

 

 

 

 

 

 

 

 

 

圖十 幻光產品爆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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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人類的照明其實就是人類文明史的一個側影，遠

古時代的人類，引來一把火炬作為照明用途。經過時

代的演變，時至今日，成為我們現用的燈，以油脂為

燃燒的能源，從動物脂轉到植物脂，由植物脂再轉到

礦物脂，不斷的尋找更有效率的方向前進。 

一百多年前，人類的照明史發生了重大的突破，

愛迪生發明了電燈泡，從用火點燈變成了用電點燈，

從此人類有了更明亮、更方便、更高效的照明光源。 

近代的照明使用，除了單就照明用途，也為指

示、警告、標示、裝飾、點綴等多種用途，更為營造

環境、製造情境、改變心情的深層用途。現代的科技

日新月異，物質享受和精神生活的程度是往日無法相

抗衡的，但也因此，人性也變的十分物慾。 

在此次的畢業專題，察覺到現有多數商品，極盡

所能的多功能，集各種用途於一身，有時卻也因此，

而忘卻了本身產品所該有的特色，所應有的本質，也

許，這要從人的本身開始，簡約的態度，不再物質化。 

學弟、學妹們，在專題製作上時間的掌握要抓

好，還有組員間互動與溝通佔了極重要的地位，事先

的溝通及工作職掌的安排組員間要有良好的認同感，

組員間也要對於對事不對人的原則達到共識。 

這些過程是為了使專題製作能完成，製作上的意

見不合也是會發生的，但並不是要爭的面紅耳赤才是

羸，要能傾聽對方的想法才是讓事情完成的方法之

一，因為每個人都是創意的發想來源，加油吧~學弟、

學妹們。 

 



陸.附錄 

●色彩計畫(如圖十一) 

 

 

 

 

 

 

 

 

 

 

 

 

圖十一 色彩計畫圖 

 

 

 

●產品圖(如圖十二) 

 

 

 

  
 
 
 
 
 
 
 
 
 
 
 
 
 
 
 
 

圖十二 產品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