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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亞洲成長環境如同一座「人類工廠」，受困於嚴格的社會體制下的公式化教育，剝奪個 

體的自主意識，使大多數人被同質化。本研究旨在探討服裝設計與社會心理學的關係，分 

析大眾對特異性的排斥及對主流的追隨壓力。透過自我認知與藝術治療研究並以創造性問 

題解決法（CPS）分析，揭示自身在成長過程中的演化，並透過插畫與服裝設計表達內心世 

界和特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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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growth environment in Asia resembles a "human factory," trapped in rigid societal 
structures and standardized education systems that strip individuals of their autonomy, leading to 
the homogenization of the majorit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shion 
design and social psychology, analyzing the s]]]ocietal rejection of uniqueness and the pressure to 
conform to mainstream norms. Through self-awareness research, it seeks to uncover the evolution 
of individuals in their growth process, expressing inner worlds and uniqueness through illustration 
and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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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現今社會由各種人類群體組成，其成長背景造就各人的特異性，因而產生同而不同的 

獨立個體。群體的組成在於共同歸屬感是現今常見的說法，各種群體的聚集形成圈子，而 

較大的圈子則被稱為主流。研究者自身觀察到人們追隨着主流文化的壓力，在成長的路途 

上被灌輸很多不跟從主流便被定義為「錯誤」的觀念。大眾媒體影響群體對於「投射的形 

象」及「文化傳播與交流」的選擇 (Duveen, 2008)。人們往往會依循主流文化和價值觀念， 

也就是「從眾行為」，大眾對於被接受和認同的渴望，並擔心於群體中被排斥或被孤立，因 

此造成小眾人群面臨社會上的壓力和不適應。正因如此，人類雖然是獨立的個體，但又互 

相影響着，而不服從主流的少數則會被質疑。

由於研究者自身成長經歷中因着自身與其他人不同的想法，因而在群體中感受不到歸屬

感，從而感到壓力和不適應。 而在成長期間，發現繪畫無意識塗鴉能夠使自身平靜以及研究

其塗鴉有利回憶繪畫當時的情感以及記憶， 從而進行探索自我。因此，本研究從社會心理學

的角度切入並探討特異性於社會及自身的定義從而詮釋無意識塗鴉中的自我探索，並且衍生

及轉化至服裝。 

1.2 研究動機

研究者因着社會的「從眾行為」感到沉悶，認為個體是否跟隨主流是一個選擇，沒有 

對與錯。人們應該尊重並包容不同的觀點和文化，而不是強制要求每個人都跟從主流文 

化。每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和信仰，每個個體都是「獨一」。「次文化」的出現提供人們選 

擇的空間，不同於佔主導地位的主流文化，讓人們能夠發展自己的個人特色和價值觀。空間

再現信仰，並開展信仰與文化的演變脈絡之討論。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確立下三項研究目的，探索服裝設計與社會心理學之間的關係、理解自我認知 

和獨特性、促進文化理解和接受。

 

目的一： 探索服裝設計與社會心理學之間的關係，藉着文獻蒐集並轉化與理解用於塗鴉至插

畫的創作，從而鼓勵人們在主流文化和媒體所定義的社會中接受各種可能。

 

目的二： 理解自我認知和獨特性，以個案研究以及文獻蒐集了解以及研究一般大眾如何看待

自己並界定獨特性，並以自身為例，作深入的個案研究，從而探討自我。研究旨在成立以藝

術治療探討自我的例子並幫助大眾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其獨特性。 

目的三： 促進文化理解和接受，研究旨在以自身為例為大眾提供自我認知途徑的例子，驅使

大眾了解自身，尊重多元價值觀，並接受不同文化背景，最終有助於社會進步。

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綜合使用文獻回顧與分析、設計試驗、個人塗鴉自述、圖案分析以及 CPS 的 

研究方法，藉此提供理論基礎支持研究者的研究和情感表達 。同時也為時尚設計領域提供了

一個探討情感和藝術如何融入服裝設計的創作過程的研究範例。透過本研究的創作，期望以

自身為例去探討並表達內心對社會的迷惘感，利用插畫的線條與圖案以及參考自身觀感以及

藝術治療的角度客觀分析並且以創造性問題解決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CPS) 研究方

法作出深入研究藉由創作以及了解社會心理學的過程中，表達內心對於社會的觀感並探索大

眾對於特殊的定義。其中所產生的化學反應下構思的圖案讓研究者及觀者產生共鳴，從而獲

得情感的抒發。

二、文獻探討

本章將會從社會科學及文化和心理學相關文獻探討社會對於特異性的看法及自身認知 , 從而

了解人類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人類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但同時也是由社會規範、文化價

值觀及社會制度等共同形成的，這些共同體的因素影響了個體的認知、行為及社會互動方式。因

此，探討社會對特異性的看法及自身認知，可以了解人類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和互動方式，

以及其所衍生的社會變化及問題、社會與個人兩者之間的互相影響，從而為本研究提供更深入的

理論基礎和思考。

2.1 大眾對自身的認知

認知，泛指經由感知覺系統輸入的刺激從而進行六種心理歷程。認知心理學主要研究的

是心理歷程（mental process），主要是源自於外界剌激的「感知覺輸入」並帶出「編碼

運作」(coding operations)。認知指經由感知覺系統輸入的刺激進行六種心理歷程，包括

轉換、縮減、添加、儲存、提取和運用 ( 陳烜之 , 2007)。認知心理學影響個體的日常生活、

社會互動和決策行為。大眾經過此六個心理歷程形成自身對信息的理解和判斷並影響個體的

行為和決策。大眾對自身的認知是一個從多個角度進行探索的領域，從而吸收不同的資訊進

入體內，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人們都有著自己的自我形象，這個形象是根據自己的特點、能

力和經驗而形成。自我形象可以影響人們的自信心、情感和行為，同時也可以影響人們對自

己所處社會環境的看法。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人們的自我認知也受到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

社會的期望、價值觀和標準可以影響人們對自己的看法。因此研究者理解為大眾的自我是多

種外界資訊轉化的「混合體」， 對應上文的概念把認知心理學轉化至自我的形成，抽取「混

合體」以及「多角度」具體化於塗鴉插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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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解釋 (self-interpretation) 是指人們從價值觀理解自己的方式並建立在自我意識和

部分行為的自我參照方面。自我解釋通常會影響初步的認知，以及在初步認知模糊的時候被

需要 (Treur & Glas, 2021)。大眾參考自身的價值觀和經驗，從而理解和解釋自己的行為和

情感。自我解釋可以發生在個人意識和行為的多個層面上，包括情感、行為和思想等。自我

解釋是人們理解自己的方式並幫助人們理解和解釋模糊或不確定的情況，研究者根據文獻中

自我解釋的定義及分析幫助研究者在塗鴉轉化至插畫元素的篩選。

自我參照性 (self-referentiality)，強調在情感、交流、語言和社會行為的隱含意義方

面。泛指人們通過自我參照來詮釋自己的經驗，並且使用自我參照作為比較和導向的標準，

來判斷自己和他人。其中涉及了人們對自我形象、自我價值和自我概念的建構和維護並通過

價值觀來評價自己的經驗和行為。而在這個認知架構中，自我參照性分成上中下三層，在最

底層，是感知和知覺的運作，例如對外界的感知和對語言的理解。在中間層，是情感、動機

和目標的運作，例如對事件的反應、情感體驗和目標設定。在最上層，是自我參照和自我解

釋的運作，包括對自己的價值觀、信念和身份的理解 (Treur & Glas, 2021)。

自我意識 (self-awareness) 以理解為一個人成為自己關注的對象的過程，根據論文提

出的鏡子自我認知實驗 (Mirror test) 該實驗涉及將動物置於鏡子前並觀察其反應。這些動

物最初會表現出對鏡子中的影像感興趣，接著他們會開始探索自己的身體並嘗試與鏡子中的

影像進行互動，顯示出對自己的認知 (Gallup Jr, 1982)。我們擁有的每一次體驗都是第一人

稱體驗，而體驗這種體驗的主體是“我”或“我自己”。擁有自我意識可以為滲透我們心理

生活的對象和事件創造一個主角，自我意識不僅是辨認自己的能力，還涉及到將自己作為一

個主體來感知和體驗自己的情感、想法和行為 (Damasio, 2003)。上述論文作者認為，自我

意識是心智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因為它使我們能夠成為自己行為和情感的主角。這

種自我關注能夠使我們更好地了解自己，並對自己的行為和情感做出反應，從而促進自我成

長和發展。透過從文獻中理解自我解釋，自我參照性，自我意識，進一步了解自我的形成以

及自身於成長時期感到特異性與缺乏所形成的後面創作，並加強研究以及詮釋無意識塗鴉所

傳遞的的情感，有利於研究者在基礎的塗鴉以及線條上加以轉化從而抽取重點。

2.1.1 大眾定型

刻板印象，泛指對特定群體或人群的一種固定的、過度概括的信念，而通過刻板

印象，推斷一個人具有該群體的所有成員都具有的一系列特徵和能力。有研究指出，職

業刻板印象是在兒童時期很早就學會的而克服性別職業刻板印像是消除兒童未來職業

抱負和就業願望障礙的主要教育目標，職業性別刻板印像在整個學年一直持續到青春期

(Canessa-Pollard et al., 2022)。由此可見現代社會逐漸希望打破以往的刻板印象，例

如對男性在護士市場的需求等社會狀況，從而可以觀察到現今的社會慢慢打破以往過往

社會從孩子學習時期所教導的性別及職業定型。

社會規範在現今社會無處不在。社會規範管理着大眾的日常，同時又限制着大眾。當被

告知一種行為很常見時，人們推斷它是道德的 (Lindström et al., 2018)。當被告知一種行

為是道德的時，人們推斷它是常見的 (Eriksson et al., 2015)。人類好像有被社會所定義的

道德規限了。當然，什麼被認為是普遍的，什麼被認為是道德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個人

所屬的社會群體 (Costa Jr et al., 2001)，無數個聲音告知你的不被接納或請跟從「正常」，

從而被大眾定型。儘管社會為人類提供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要，但同時也存在著對個人發

展和多元性的限制和壓迫。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觀念等因素，會對個人的選擇、行為和思想

產生影響。因此，啟發了研究者對於社會對於「正常」框架與被壓抑的特異性以怪獸圖案詮

釋。並且希望表達每一位「正常」的大眾內裏隱藏着自身的特異性。有鑒於此，他人的奇特

與否，只是源於其內心的「怪獸」呈現的程度比別人多，而全球社會對於多元的接納程度，

應該隨着社會的進步增加。

2.2 特異性於社會

早於 20 世紀，特異性 (heterogeneity) 及特異性原則已經出現。根據動態關係發展

系 (relational developmental systems) 元理論的相關概念，特異性原則解釋說人類發

展總是涉及特定個體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發生並以特定方式的特定結果。按照目前的定

義，特異性原則有五個主要術語：環境、人、時間、過程和結果。特殊性原則指出，發展

過程涉及特定個體與其特定背景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表示為個體與背景關係 (Lerner & 

Bornstein,2021)，背景關係影響特異性的形成。而在多樣性的社會中，人們從不同的背景

結合並形成織的文化網絡，為社會帶來各個文化獨特的觀點和價值觀。

2.2.1 同質性與異質性於團體

異質性，泛指個體的背景、專業、生活經驗的水準不同背景、專業、生活經驗的

差異，因此在解決問題時，可能有不同的方法和思維方式。例如，在一個多元文化的團

隊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這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對問題的看法和解

決方法。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想有效地解決問題，就需要善於調和和整合不同的觀點

和方法。同質性，成員在參與團體的目的和個人特質方面有相似之處，因此更容易溝

通，對話內容較有關連性，例如，在一個專業性較強的團隊中，成員都具有相同的專業

技能和知識背景，這使得他們更容易理解對方的話語和想法，更容易達成共識和協作

(Toseland & Rivas,2009)。在社會中，數量上佔多數的人往往能夠對整個組織或社會

產生較大的影響力，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特徵和行為也容易被視為是組織或社會的共同特

徵和行為，這些共同特徵或行為被視為是該組的代表性特徵或行為，反映了大眾的的價

值觀、文化和行為標準因而被視為規範。然而，數量上少數的人也可以對組織或社會產

生重要影響，由於不同人的背景、專業、生活經驗等方面的差異， 也就是異質性的存

在，需要考慮到不同人的異質性，不能將大多數人的特徵和行為視為組的原型而忽略了

少數人的特徵和行為，導致他們不能產生對社會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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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成長過程中的行為偏差

在人類成長過程中，青少年面對陌生的環境所度過的適應期，需要運用各種方法

融入團體，因而有機會接觸偏差同儕並成為其中一員。其群體內成員則亦因共享相似的

價值觀而表現出相似的多向度偏差行為組型。個人的偏差行為表現上亦可能受次群體成

員的影響，而做出各種偏差行為 ( 吳中勤 , 2016)。偏差行為分成「外向性行為問題」、

「內向性行為問題」及「學業適應問題」等三類。由此可知，青少年偏差行為具多向度

特性，顯示出青少年可能同時從事不只一種類型的偏差行為 (Barnett et al., 1997)。偏

差行為通常被視為次群體及少數的存在。了解偏差行為的原因和對其自我認知和塑造的

影響，可以幫助大眾更好地理解個體的行為和內在世界。 從而在了解自身特異性產生

的原因中，啟發研究者想要指出披在「正常」皮囊下特異性的內心會產生的心理變化。

同時，也有助於促進社會對偏差行為者的理解和同情，並提供相應的支持和治療。因著

對社會規範的認知和理解有所不同，或價值觀和信仰與社會大眾有所不同，而導致個體

對自我認知產生困惑和懷疑。

2.3 多數與小數群體

多數與少數群體一直存在偏差的衝突排擠，而其中差異性互相的理解度及容忍是群體保

持平穩及進步的重要原因。在政治領域，寬容是指給予政治對手政治權利的意願，主要是為

了避免偏見變成歧視時所產生的破壞性後果。寬容的領導者願意「忍受」差異，將其視為群

體內允許但不一定首選的變化範圍內的立場表達 (Prislin et al., 2018)。該論文強調了差異

性對於群體的重要性，以及理解度和容忍度對於群體保持平穩和進步的必要性。少數群體經

常遭受到多數群體的排斥和歧視，從而有機會導致社會分裂和衝突。而理想的社會應該達至

雙方平衡要及互相理解。

2.3.1 主流文化與次文化

主流是一種文化力量，令到事物不自覺圍繞在其身邊；主流是流行文化的營銷同

義詞，因著固有的美學特徵刺激消費；主流經常被用作代替“正常”或“規範”一詞，

同時亦可以代表着社會經濟 (Baker et al., 2013)。「主流」一詞被運用在各種背景下，

從政治和社會政策到文化認同和流行文化，並出現各種領域上。對於流行的概念因世代

和文化的改變而不同，同一個產品對於一個群體來說的「不入流」，可能被另一個群體

視為主流。「主流」一詞被運用在各種背景下。 從參考文獻書本作者中提及其自身作

為「反主流」人士 卻被當時主張「獨立」的主流音樂所吸引。 從而，觀察到主流觀念

與認同政治、品味和文化價值之間一系列複雜的關係，這些關係與消費實踐交織在一起

(Baker et al., 2013)。「次文化」的定義自 1940 年代開始普遍使用以來發生了相當大

的變化。次文化最初與不正常的男性青年行為的關聯已經擴大到包括擁有共同生活方式

和消費模式的鬆散群體。而在現今的角度，次文化被定義為在行為、價值觀、信仰、消

費模式和生活方式選擇方面與佔主導地位的主流文化不同程度的人群 (Cutler, 2006)。

這篇文獻指出了「次文化定義的演變」並反映了社會的變遷和文化多樣性的增加。在

現代社會，隨著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的發展，人們的價值觀、信仰和消費模式等方面的差

異越來越明顯。這種差異不僅存在於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也存在於同一個社會中的不

同族群、性別、性取向、宗教信仰等等。因此「次文化」的定義也變得更加廣泛，可以

涵蓋更多不同的社會群體。隨着時代的轉變社交媒體的興起人們可以更容易地聯繫和交

流，並且令其影響力更越發加強。 同時又演變多種文化運動， 令人們可以更好地理解

和尊重彼此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2.4 塗鴉的價值

有些人認為塗鴉只是一個隨處在牆壁上可以看到的社會宣洩手法又或是一種心不在焉

的消磨方式，然而塗鴉在遠古 40,000 年前的洞穴壁畫開始經已存在 (McDonald, 2013)。

塗鴉的起源大眾雖然無法界定，但從古到今塗鴉一直伴隨左右。又以威爾遜的漫畫為例，該

漫畫廣泛商業化，在 20 世紀後期與各種知名角色有着重疊的元素：基爾羅伊。一個禿頭的

簡單線條畫，他的鼻子和手指從牆上窺視，標題寫著“Kilroy Was Here”，這個角色是第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的一種流行的塗鴉形式。Tom Wilson 的 Ziggy 與 Kilroy 有著多種

審美聯繫。從他們的光頭和球狀特徵到他們作為簡單的線條圖和與單面板格式相關聯的渲染

(Abate, 2020) 簡單的線條卻引起風潮並持續 50 年有多，而塗鴉背後的意思及發放出的資訊

才是塗鴉插圖被追捧這麼久的原因。由此可見，塗鴉的意義更在乎於其背後的故事與觀看者

的共鳴，以簡單直接的線條及畫家所宣洩的情感吸引觀看者，從而產生其商業價值。從個案

中了解到塗鴉的商業價值，但是研究者跟更注重塗鴉的情感價值以及當宣洩時的藝術價值。

圖 1 軍用卡車側面的“Kilroy Was Here” 圖片來源：(Abat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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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章從利用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 (CPS) 去分析以及切入主題，並透過其研究方法抒發概念與

實體上連結，以塗鴉轉化至插畫的媒介傳達並探討人們內心的一面，並參考大眾自身成長的過程

結合研究者自身成長的經歷以及一些國內外研究以及藝術家個案，從而分析特異性在社會上的存

在方式所衍生的實驗。

3.1 創造性問題解決 CPS 研究方法的應用

創造性問題解決 CPS(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的發展源於人們認為創造力可以分

階段培訓出來，經過各種文獻以及研究後得出 CPS 被認為有相當好的效果，CPS 這種分

階段的訓練模式分別分為五個階段，發現事實 (fact-founding, FF)、發現問題 (problem 

finding, PF)、發現點子 (idea finding, IF)、發現解答 (solution-finding, SF)、尋求可被

接受的解答 (acceptancefinding, AF)，解題者可以利用這五個階段去尋找並研究答案 ( 湯

偉君 & 邱美虹 , 1999)。

圖 2 CPS 模式圖示 圖片來源： (Firestien & Treffinger, 1983)

3.1.1 發現事實 (Fact Founding, FF)

創造性問題解決 CPS 研究方法是一種分階段解題模式，用作解決開放性問題，在

發現事實 (Fact Founding, FF) 的階段入面解題者利用自問自答以找到收集資料的方向

以及獲得問題入面的挑戰訊息。

表 1 CPS 研究方法 表格設計來源：研究者

Who •研究者於亞洲成長環境的體驗
• 觀者與圖案的共鳴

What 制式化的教育
• 成長時期感到迷惘
• 被外界感到困住

Who •成長時期
When •研究者自身對成長時期感到的規範 打壓自由

• 被告知所謂的模範
• 對被規限的不滿以及諷刺 以及自我的迷失

Why •連結插畫、藝術治療、社會心理學以及服裝
• 是一個理性與感性共存的創作論文
• 顏色以及圖像參考研究者自身塗鴉插畫
• 選用高明亮度低飽和的顏色營造超現實的感覺

圖 3 研究者的紙上個體塗鴉範例 01-06 圖片來源：研究者

 依照研究者觀察，塗鴉主要以曲線為主，呈現不規則的形狀，同時搭配各種符號與虛

實之間的變化。從圖案中顯示存塗鴉中黑色的填滿與留白以及圓點和條紋符號皆是研究者下

的情感直接輸出，演繹的方式每次不一樣，此乃無意識塗鴉表達的方式。根據論文中提及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Drawings》這本書的內容，塗鴉通常可以被視為一種自我表

達的方式，而曲線也是一個常見的元素，代表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感和經驗，曲線的形狀和

大小也可以提供有關個體心理狀態的線索 (Malchiodi, 1998)。關於插畫草圖的創作過程，

研究者透過心理學文獻以及藝術治療的文獻上客觀資料的支持和比對插畫草圖，幫助研究者

找到共通點並進一步深化主題、情感和心理狀態的表達。

3.1.2 發現問題 (Problem Finding, PF)

研究者在自身成長過程中迷惘自身定義發現對文字並不敏感，不甘心於傳統課程

中的學習也不理解在成長環境中被告知的模範而心不在焉地在課堂中於紙上塗鴉，逐漸

養成放空的時會塗鴉的習慣，無論是為書本或是在空白的紙上隨意塗鴉。在研究者的紙

上個體塗鴉範例中發現塗鴉多以曲線為主並且傳遞的氛圍滲透出沉重，在可愛的圖像中

感受到一絲悲傷。曲線，代表着眼淚與流動的液體；圓點，代表着眼睛的輸入的資訊以

及保護自身的盔甲。在塗鴉中，這些符號以及圖案隱晦地透露自身內在的情感，如：迷

惘，悲傷，期待等各種 隱藏在內心不被發覺的自我， 認為自身的特異性難以融入社會

並對於社會沒有歸屬感，而感到的情感在無意識塗鴉中慢慢地回想 以及以圖像的方法

輸出與表達。

圖 4 紙上大型塗鴉範例 01 圖片來源：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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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的研究者表達對外界所告知的資訊以及各種流言蜚語感到壓力，並疑問大眾被主流

文化控制而衍生一個想法：「難道主流文化不就是其中一種外界定義人類的模範的一個規限

嗎 ？」而不跟隨外界告知的規限，便會成為大眾的「特異」。

3.1.3 發現點子 (Idea Finding, IF)

研究者認為當一個文化變得普及時，其他少數者往往被定義為特殊或異常，在科

幻影集《末日光明》中得到了體現，該影集以盲人和科幻元素探討了大眾失明佔大部份

的情況，視覺反而成為罕見的能力，與現實相反。這種情況非常具有諷刺意味，自身的

特殊與否因為着大環境因素而改變，而這個觀念研究者不認同。實際上，每個人都是獨

特的存在，只是在追隨主流的過程中，大眾規範下限制了「正常」的含意。大眾對特異

性的定義，是否存在任何標準呢？ 當每個人都被視為特殊時，研究者自身會否找到歸

屬感呢？

3.1.4 發現解答 (Solution Finding, SF)

為解答自身的迷惘以及差異性的問題，研究者會透過塗鴉來宣洩心理狀態並發現

解答，研究者在探索社會心理學獻文及個案與自身探索研究中，發現塗鴉藝術與心理

學的連繫，而藝術治療同時能夠詮釋兩者，藝術與學術之間的橋樑。關於塗鴉於藝術

治療上的作用方面，塗鴉除了是一個社會宣洩的現象，塗鴉也是心不在焉的消磨方式。

然而，在藝術治療方面這個心不在焉的舉動卻有另外一番見解。人們一旦在同一個話題

中，無辦法再吸收任何資訊，便會開始心不在焉以及發白日夢，這並不是一件罕有的

事，人們總有各種原因令其無法集中，根據研究只有 10% 受訪者從來沒有感受到無聊

(Harris, 2000)。由此可見，無意識塗鴉 (doodle) 發生的比率是非常高的，而了解背後

產生的用途則更能讓我們了解自己。此外，無意識塗鴉可以提升我們的專注力以及記憶

力，根據該論文的記憶測試結果顯示塗鴉的測試組的正確率比較高 (Andrade, 2010)，

從我們的專注力以及記憶力提升後，更有助我們尋找自身內在的記憶，從而宣洩自身的

情感。

圖 5 塗鴉（Doodle）藝術的創作流派於藝術治療個案參考 圖片來源：(Wheatley, 2012)

該篇個案研究中的研究者本身有抑鬱症，根據實驗結果及數據指出塗鴉非但沒有令專注

力下降，反而提升了專注力，更使她從最低迷的時期慢慢恢復，相對在暫停藝術創作的時候

該其抑鬱程度更為嚴重形成強烈的對比 (Wheatley, 2012)。塗鴉是自由的，每人在宣洩情緒

的同時會創作自己的流派，而在本文的藝術創作中，自身繪畫的情緒宣洩也有同樣的感受。

研究者自身經歷則是在繪畫無意識塗鴉時會平靜下來並沉思以及更加認知自身內在以及被自

己保護機制隱藏的潛在情緒。

3.1.5 尋求可被接受的解答 (Acceptance Finding, AF)

從塗鴉中尋找自己內心潛在的情緒，並且應用於服裝上，將研究者的塗鴉圖案轉

化為服裝上的印花，或是利用塗鴉的線條和紋理來設計服裝的細節，從而打造出獨特

的風格。此外，服裝也可以成為一種表達情感和自我認知的方式，研究者利用服裝來

傳達自己的情感和個人風格，讓穿著者在穿上這些服裝時能夠感受到設計師的情感和

創意，讓穿著者感受到一種情感上的連結和共鳴。

3.2 藝術治療與塗鴉藝術中的自我探知的個案研究

視覺自我表達有助於注意力並改善健康和幸福感。藝術治療研究人員還關注藝術與情緒

狀態之間的關係。皮質醇是與壓力相關的荷爾蒙，根據論文發現藝術創作可以降低皮質醇水

平從而了解到以治療角度藝術對於情緒狀態的釋放有幫助。鑑於藝術家對藝術媒體的熟悉程

度較高，因此更有效表達與釋放。最後，研究指出自由繪畫引起最多自我表達與認知(Kaimal 

et al., 2017)。總結而言，該項研究強調了藝術創作對注意力、生理反應和情緒狀態的積極

影響，並呼應研究者於無意識塗鴉中釋放內心情緒以及自我認知的論點支持。另外，論文研

究證明塗鴉有利於回憶信息和監控任務。在特定情況下，塗鴉可能會喚醒注意力，然後通過

減少無聊和白日夢將其穩定在最佳水平 (Andrade, 2010)。而上述文章所指的是無意識的塗

鴉 (Doodle Art) 主要界定於紙或書本上的亂畫，但是現今世代亦有各種藝術家的例子把各

種藝術流派結合到塗鴉上，例如塗鴉藝術家 Mr Doodle. 他利用塗鴉來宣洩強迫症帶來的壓

力同時他又說； 「我的作品是根據個人情感而走，由本能去創作人物，而且這些角色都是

快樂的 (ELLE, 2017)。」

圖 6 塗鴉藝術家 Mr Doodle 作品
圖片來源：(Meet Mr Doodle, the Artist from Another Planet Who Wants Us All to Take Things a Little Less Seriousl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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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及圖 8 海蒂·斯圖爾特的塗鴉炸彈圖及聯名產品

圖片來源：https://www.creativeboom.com/features/hattie-stewart/ 及 https://www.instagram.com/hattiestewart/

插畫家海蒂·斯圖爾特（Hattie Stewart）的塗鴉炸彈 (doodle-bombing)，這個項目以

開玩笑的性質批評當今文化並使時尚和流行文化的嚴肅本質變得有趣。同時插畫家推出聯名

產品，從插畫到時尚加上背後的觀念及創新令插畫家的美感帶至時裝 (Hattie Stewart on「 

doodle-bombing」 , imbalances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hard work, 2017)。

3.3 設計試驗前期

根據前面章節的內容，找尋自身主觀對社會特異性接納度的不滿以及自我的迷失以及根

據第二章的文獻探索集中於特異性以及在社會規限以及一些理論上的支援從而找尋自我認知

的靈感轉化而作出的圖案以及材質試驗。

3.3.1 概念及主題

服裝系列以插畫延伸至服裝，並對應着服裝的六大設計方向，六大主題分別為：

迎合社會，轉移新環境，成長與老化，突出的特異性，收斂的特異性，歸納與轉化。 

系列將會以起承轉合的故事線呈現，描述了作者的心路歷程。從迎合社會到感到迷惘和

期待，隨後經歷成長的波折最終歸納與轉化。並且，對應著前文中作者透過無意識塗鴉

和藝術治療方式揭示的成長時期隱藏的潛在記憶和情感，設計方向以故事線的方式呈

現，標誌著研究者即將大學畢業、面對現實衝擊以及回歸平淡的不同階段。

3.3.2 顏色方向選擇

裝設計顏色選用方向高明亮度低飽和的顏色為主調，白色跟中性色為副調高明亮

度低飽和的粉彩顏色皆為大自然不常見的顏色，研究者為跟現實有點脫離的感覺可以帶

出 特異性與大眾疏離與不被接納的感受，相反白色和中性色是日常大眾生活中比較常

見的顏色，兩種風格顏色的結合顯示特異性群體與大眾群體觀念上的融合。高明到低飽

和度的顏色系列時至今，依然有眾多品牌持續運用中如：英國品牌 lazyoaf。

3.3.3 圖形材料試驗及設計

本研究在平面上的圖案呈現主要以材料之間的合併利用羊毛氈及俄羅斯刺繡的貼

片與衣服本來材質的對比，從而襯托其可變性高及托立體的特色。建基於 其材料拼合

的特色以及效果，。此外，研究者放棄更容易量產的數碼印花作輸出的媒介， 儘然數

碼印花作為媒介方便控制色彩而且相對環保，利用數碼印花表達平面上的研究過程，但

由於本次研究更集中於個人溫度的傳遞， 研究者選用全 手工刺繡的溫度更貼合去說述

自己內心的世界。本次試驗運用俄羅斯刺繡的技法製造平面與立體差異的研究，務求讓

平面的插圖設計加上立體的質感並且可以控色上的便利。再者，試驗利用刺繡線多變可

流動的特性並營造圖案與材質差異性的對比及結合插畫與塗鴉的靈感延伸，使圖案與材

質形成對比。材質的使用中其靈活性以及顏色的多樣性和層次是足夠的，但是問題是用

刺繡線所製作的俄羅斯刺繡範圍比較少以及堅硬， 需要製作成服裝的靈活度也比較低， 

希望嘗試其他更有彈性的選項。

圖 9 及圖 10 平面到立體試驗 01 及 02 圖片來源：研究者

第四章、實驗與過程

在本章中將深入探討研究者內心的插畫轉化的過程，經過前期試驗了解以及篩選製造方

向後，進一步解析情感和藝術的圖形，將其實體化。這個過程是一個將抽象情感轉化為具體

形式的藝術嘗試。以研究者為例，從塗鴉與插畫中探討出的特異性的怪獸漸漸從內心湧現出

來，插畫圖形是情感的載體。塗鴉和插畫成為了情感的表達方式，每一筆畫都承著他的情感、

想法和經歷，透過其表達那些難以言喻的情感和經驗。這個過程反映了研究者的情感和創作

歷程。研究者的經歷在創作中轉化為獨特的風格，並運用刺繡技巧和時尚設計的元素，包括

服裝剪裁、縫製和設計理念，將風格融入並呈現於服裝之中。從而，將個人內心世界轉化為

時尚藝術的表達。這一章的目標不僅僅是呈現研究者的創作過程，還是為其他創作者提供一

個可借鑒的範本，圖形不再僅僅存在於畫紙上，穿越了二維界限，融入到了時尚設計的三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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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之中。這種將圖形轉化為服裝的方法不僅擴展了創作者的藝術表現領域，還為時尚設計

注入了更多的藝術元素，豐富了作品的多元性。

4.1 圖像製作與選擇

在本節中，探討圖像的製作和選擇，研究者運用藝術治療的角度將自身的塗鴉和插畫轉

化並置入服裝設計中，這過程情感和藝術的結合而產生的怪獸圖案成為服裝的重點，並且參

考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研究內容，這兩章提供了有關藝術治療以及社會心理學的深入理解，從

而衍生研究者的塗鴉插畫於如何成為一種表達情感、療癒自身的方法，藉此增加情感與服裝

之間的連結。插畫會對應服裝系列的六大主題：迎合社會，轉移新環境，成長與老化，突出

的特異性，收斂的特異性，歸納與轉化。

4.1.1 迎合社會服裝塗鴉插畫的選擇與轉化

「迎合社會」的草圖中呈現了流動的曲線、多個嘴巴和不規則的圖形。研究者通

過觀察聯想到海蛞蝓的流動性和變化多端的特質，其特性與大眾迎合社會的舉動有共通

之處。人們經常需要流動多變地迎合社會並試圖在大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這種

迎合和適應的背後往往隱藏著內心的特異性和不同。正如草圖中的畫面所反映的那樣，

嘴巴和不規則的圖形或許象徵著人們試圖以正常的姿勢來掩飾內心的特異，但實際上，

這種掩飾是無法成功的。在現代社會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和特質，這些特

異之處無法被完全遮掩，反而珍貴的個人化特色之處。

圖 11 迎合社會草圖轉化插畫 圖片來源：研究者

4.1.2 轉移新環境服裝塗鴉插畫的選擇與轉化

「轉移新環境」的服裝插畫選擇了研究者在大學畢業時所繪製的塗鴉，該塗鴉象

徵著研究者在一個熟悉的環境轉移到陌生環境時面臨的迷惘和挑戰，同時又成為另一群

體或公司的特異性。畢業代表著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學術生活轉向職業生涯。此

轉變伴隨著不確定性和期望，對於未知的未來充滿了希望和不安，希望能夠在新的環境

中有所發展和成就，也因着未知而感到不確定和挑戰。在草圖延伸中，研究者運用線條

與色塊衝撞顯示與自己的對話，詢問自己對未來的看法。研究者試圖探索自己對未知未

來的感受和情感。線條的交錯和色塊的衝突代表著研究者在面對未來時內心的迷惘和矛

盾感。代表未來的曲線，顯示了前方的道路充滿了不確定性和挑戰。對話的表達方式將

情感和藝術元素融入到了插畫中，是研究者內心世界抒發的方式。

圖 12 轉移新環境草圖轉化插畫 圖片來源：研究者

4.1.3 成長與老化及突出的特異性服裝塗鴉插畫的選擇與轉化

由於第三及四套以材料之間的連結為主，所以選擇使用不規則的圖形用作輔助並

沒有選擇塗鴉轉化，其便更集中在於布料以及肢體的融合度，帶出奇特異性。

4.1.4 收斂的特異性服裝塗鴉插畫的選擇與轉化

「收斂的特異性」想要帶出大眾內心的特異性是變化又多面，會因應外界不同的

觀點角度而形成觀看者所看到的事物。在這幅草圖中，觀者可以看到三面，分別是主體

的頭部、背部和後上方，會因應觀者不同的角度呈現不同的圖案。從而以互動的方法來 

傳遞出事物往往不是表面看上去那麼簡單，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會發現其他的可能性。

在塗鴉轉移插畫的過程中增加與減少而產生多次元素的碰撞，其化學反應令觀看者有更

多的空間進行聯想和解讀。

圖 13 收斂的特異性草圖轉化化插畫 圖片來源：研究者

4.1.5 歸納與轉化服裝塗鴉插畫的選擇與轉化

「歸納與轉化」服裝塗鴉插畫的轉化的選取主要為外界的資訊的輸入及個人的輸

出，圖案草稿參考了大嘴鳥的元素以腰包輪廓為原形作出的而繪畫的雙面的插圖，用嘴

巴這個明顯的元素去表達資訊的輸出。回顧在 2.1（大眾對自身的認知）中人們感知系

統輸入的六個心理歷程而轉化外界的資訊而影響自我定位，研究者轉化上述的資訊而繪

畫出這個塗鴉，表達研究者利用外界告知的規範與其融合以及轉化成為自身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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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歸納與轉化草圖轉化化插畫 圖片來源：研究者

4.2 插畫與材料的轉化

這一節將深入探討如何將插畫轉化為實體並應用於服裝設計和製作過程中，過程將包括

布料拼合實驗，呈現布料材質上互相配合表達社會多元群體互相配搭， 並且結合羊毛氈以及

俄羅斯刺繡技法，呈現在社會上大眾與特異性的對比。關於插畫的轉化考慮每個插畫的形狀、

顏色和意義以及服裝材質 與版型上的碰撞，需要進行多次設計和修改，以確保能夠實現所需

的視覺效果和質感。

4.2.1 材質與技法的選擇

本服裝系列以故事性的傳遞去以及利用抽象的方法起承轉合與篇論文結合，因此

服裝布料的選用會互相呼應， 詳細內容利用表格敘述。
表 2 CPS 材質與技法的選擇 表格設計來源：研究者

服裝方向 服裝材料與技法

第一套 迎合社會
白色牛仔布 、珊瑚絨 ( 聚酯纖維 )、光面米白聚酯纖維布、100 %
純棉襯衫布、羊毛氈刺繡以及拼布技法

第二套 轉移新環境 
白色牛仔布 、白色歐根紗、100 % 純棉襯衫布、俄羅斯刺繡、羊
毛氈刺繡以及拼布技法

第三套 成長與老化
淺棕色歐根紗 01、淺棕色紗 02（附繡線）、羊毛氈刺繡以及拼
布技法

第四套 突出的特異性 淺綠色棉麻、光面綠色歐根紗、羊毛氈刺繡以及拼布技法
第五套 收斂的特異性 深綠色牛仔布、羊毛氈以及拼布技法
第六套 歸納與轉化 原色牛仔布、白色牛仔布羊毛氈刺繡以及拼布技法

4.2.2 布料轉化實驗

研究者將淺棕色歐根紗的結構打破並重新塑造，這個決策最初是由偶然的失誤引

發，當研究者試圖將羊毛氈與歐根紗結合時，意外地使整體布料呈現出不規則的表面。

這種破壞反而使布料賦予了布料獨特的特質時也更符合第三套服裝的設計理念，即老化

與成長的表現。 這個變化讓布料更加突出，並傳達出更深層的意義。因此，研究者決

定對整片平滑的淺棕色歐根紗進行了徹底的改變，通過不斷重復使用羊毛氈的針來破壞

其表面，而整個「成長與老化」服裝的上半身則是由該布料組成。此外，研究者還利用

布料在模特兒人枱身上進行拼合，將服裝整合在一起。在整個系列的羊毛氈插畫刺繡拼

合中，也使用技巧，以實現整個系列的一致性和呼應。

圖 15 及圖 16 布料轉化實驗及拼合 圖片來源：研究者

4.2.3 插畫的實體轉化的過程

插畫轉化為實體的製作過程，主要依賴俄羅斯刺繡、羊毛氈刺繡和拼合布料等技

術的結合。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需要因應現實的限制對插畫作出調整以及添加。藉著

巧妙地運用不同的材料，在布料上創建出深度和層次感並使作品變得更具有獨特性。俄

羅斯刺繡的整體較堅硬，在靈活度和延展性方面相對較低。因此，研究者決定在「轉移

新環境」的魚尾裙設計中使用。

圖 17 插畫轉化俄羅斯刺繡試驗過程 圖片來源：研究者

羊毛氈刺繡試驗運用羊毛氈的技法製造平面與立體差異的研究以及拼布的原理。

同時在布料上添加了羊毛氈與布料之間的連結，在「迎合社會」服裝中，羊毛氈技巧主

要應用在領片上。因此，在製作過程中，插畫需要進行微調，以確保插畫與服裝設計相

互協調。此外，製作過程中添加拼布元素並與羊毛氈結合，然後將平滑的布料車縫成皺

摺，最後再利用羊毛氈工具進一步轉化成新的布料。

圖 18 羊毛氈刺繡試驗轉化於服裝成品的過程 01 圖片來源：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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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轉移新環境」服裝的羊毛氈刺繡製作過程中，根據服裝實際的需求，進行插

畫的大小比例測量並將尺寸應用於電腦草圖中並且印刷，以確保後續製作所需的拼布材

料以及羊毛氈配件與服裝設計相互協調。除了在外套背面進行大面積的刺繡之外，在外

套背面的大面積羊毛氈刺繡為整體服裝帶來了鮮明的視覺焦點，而小型的刺繡則在魚尾

裙和繡花章上提供了更精緻的裝飾。這種差異化的運用方式使服裝更豐富多彩，同時保

持了整體設計的一致性。羊毛氈刺繡的質感和立體效果也可以增強服裝的質感，為整個

系列帶來更多層次的視覺效果。在插畫的特定部分，例如眼淚的區域，選擇以米色底布

作為基礎，然後添加白色歐根紗和羊毛，將布料結合和轉化，形成新的材質。過程需要

精準量度羊毛氈大小的用量以及 色彩的敏感度與控制，增添刺繡的獨特和細節，同時

保持刺繡與服裝的協調。此外，最後的步驟是將每個配件手工縫合連結，以形成完整的

刺繡圖案。這個手工工序是確保所有配件無縫連接，增加刺繡圖案的連貫性。

圖 19 羊毛氈拼布刺繡轉化範例 圖片來源：研究者

圖 20 及圖 21 插畫轉化羊毛氈刺繡試驗過程 01 及 02 圖片來源：研究者

在「成長與老化」服裝中，研究者運用不規則的圖形和羊毛氈作為連接棕色歐根

紗的連接元素，考慮到羊毛氈的厚實特性和紗布的薄透質感相結合，從而形成材質的對

比，處於透明和貼身之間，此效果令布料與模特兒融為一體並創造出一種虛實之間的連

結，因而突出服裝想表達的主題。

「突出的特異性」服裝中羊毛氈的元素使用於在腳套及上身的裝飾上。羊毛氈拼

布刺繡的腳套根據服裝的弧度加入簡單的剪裁，然後再在布料上加上各種不同羊毛氈的

顏色，造成幻彩的質感。 而上身的部份，加入了圓形的羊毛氈刺繡和飾以珠子，這象

徵著不同的星球。根據第二章以及第三章的文獻與個案研究，文獻研究闡明了有關大眾

的定型以及個案研究探索了宣洩情緒的方法，無意識塗鴉，因此於「突出的特異性」服

裝入面，研究者把塗鴉與服裝完全融入，使其整個服裝本身便是一個大型塗鴉。這套服

裝本身就代表著特異性的存在，並不需要任何趨同的因素。

圖 23 羊毛氈刺繡試驗轉化於服裝成品的過程 04 圖片來源：研究者

「收斂的特異性」寓意着回歸平淡，面向現實，嘗試與之共存並達成妥協，但是

象徵著內心的特異性仍然堅定地存在於服裝上，成為無法擺脫的局面。

圖 24 羊毛氈刺繡試驗轉化於服裝成品的過程 05 圖片來源：研究者

在「歸納與轉化」拼布方面，研究者選擇了有幻彩閃亮的布料，主要是為了為整

體刺繡增添明亮感和獨特性。此外，在拼布的實驗中還選用了淺綠色的棉質布料，並運

用布料轉化實驗技巧，將原本的布料褶皺賦予更多紋理效果。在羊毛氈的混色組合方

面，研究者選擇了藍色調的羊毛氈，這種混色的應用使整體呈現更加迷幻的效果，而且

與馬甲背心的顏色相互配合，呈現出協調的視覺效果。

圖 24 羊毛氈刺繡試驗轉化於服裝成品的過程 05 圖片來源：研究者

最終的六套服裝呈現需要與模特兒搭配拍攝以展現完整效果，因此添加了飾品和

配件，均由研究者親手製作並結合插畫和羊毛氈，旨在豐富整體造型。設計方向分為三

部份：手提包，髮飾及耳飾，其共通點皆為以羊毛氈刺繡結合飾品，從而襯托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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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者在《R》這本圖像書中，以一名原住民 R 為主角，敘述原民在漢人拓展土地權

利的過程中所經歷的壓迫和被迫搬遷，以及逐漸流失自身文化、語言和宗教的挑戰。原先的

泛靈信仰，與自然（即原身處環境）關係貼合緊密。然而隨著漢人的領地擴張且壓迫到原民

居住地即生存權，為維持信仰，原民將土地公視為一個職位的象徵，實際祭拜的則是祖靈或

泛靈對象的信仰，土地公實體神像成為一個共用的乘載體。

表 3 飾品設計方向 表格設計來源：研究者

手提包
研究者在面對迷惘時，內心中有不同的聲音在告知自身「應該」作出的決定，這種多角度的選擇和內心
聲音之間的對話，反映了研究者在內心中的掙扎和思考。 從而呈現研究者內心的矛盾。

髮飾 
設計靈感源自一個物體有兩個不同的面向，以一種簡單直接的方式表達人們在面對事情時，外表呈現的
態度與內心真正的態度之間的不同，反研究者對於內外矛盾的關注和探討。

耳飾 
設計以嘴巴和花禾的結合為原型，象徵著外界的各種聲音湧入研究者的耳朵，這些聲音影響著研究者的
判斷和思考。

圖 26 羊毛氈刺繡試驗飾品轉化的過程 圖片來源：研究者

4.3 最終服裝設計圖

根據文獻研究和個案分析，再應用創意問題解決 (CPS) 研究方法，分析了自己的成長經

歷和感受，然後創作了這個系列的服裝。套服裝分別以起承轉合的故事線形式去詮釋， 對應

着各自互相呼應的小主題。基於前文圖像篩選和對圖像意義的理解，以及對材料的轉化，研

究者繼而組合六套服裝設計圖。整體而言，服裝風格主要以街頭休閒風格為主，但在第二套

服裝中對應着該主題， 研究者於畢業時對於成為職場的強人的期待，研究者選擇了半正式休

閒裝，第三套服裝中象徵着成長過程的典禮，則是晚禮服風格的元素。接下來的內容將詳細

解釋服裝和版型的選擇，以及製造和改善的過程。

圖 27 設計方向轉化流程 圖片來源：研究者

4.4 版型設計及成衣的製作

關於版型的選擇與服裝主題的連結對應服裝的主題以及材料，本系列服裝的版型設計及

製作大致分為七類，分別是：上衣、緊身胸衣、外套、馬甲背心、褲子、裙子、配件。

圖 28 最終服裝設計圖 圖片來源：研究者

4.4.1 上衣版型設計及成衣的製作

平口上衣的製作使用了百分之百純棉的襯衫布和白色歐根紗，再加上羊毛氈三種

材質的結合，設計展現了羊毛氈的質感與歐根紗。在製作不規則上衣（棕色）的過程中，

研究者參考了 4-2.2 布料轉化實驗的技術，該實驗旨在通過破壞平滑的布料並重新賦予

其質感。研究者運用拼接及立裁技術，經過多次試驗並製作出符合理想的不規則上衣

（棕色）。

圖 29 平口上衣及不規則上衣（棕）製作過程 圖片來源：研究者

4.4.2 緊身胸版型設計及成衣的製作

緊身胸版型的設計需要考慮多個因素，包括穿著者的身形、尺寸、選用的面料和

製作技術。研究者參考首都 9 號人台的身形和尺寸資訊，研究者為白及綠色胸衣添加

可調節的功能。分別為白色胸衣增加了鬆緊帶及扣子，綠色胸衣增加了束繩功能的設計

元素，使服裝適合不同的客群。最後，關於附加細節上的修飾，白色胸衣使用法式縫線

工藝（Frenchseam）提高支撐性，保持服裝的內外平整，確保穿著者的舒適感。而綠

色胸衣則使用白色包邊條修飾，創造出綠色和白色之間的撞色對比，增加了視覺上的吸

引力和設計的層次感。

圖 30 緊身胸版型（白及綠）設計及成衣的製作過程 圖片來源：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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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外套版型設計及成衣的製作

外套的版型設計以半正式休閒裝 (smart casual wear) 的風格為基礎，並融合了

羊毛氈的拼布刺繡元素，在製作過程中需要不斷調整以確保協調。此外，研究者參照

「轉移新環境」的主題概念，為外套增加了寬肩墊的設計，這體現了研究者在面對轉入

新環境並追求成為一名優秀且自信的職場專業人士時的期望。整體風格力求既有品味又

充滿活力，旨在打造一種既風格利落又簡潔的外套造型。

圖 31 外套版型設計樣衣的製作過程 圖片來源：研究者

4.4.4 馬甲背心設計及成衣的製作

馬甲背心的版型設計旨在以一種舒適休閒的風格並突顯主題的特異性， 「突出的特

異性」馬甲背心中，選用布料既輕薄且貼合度高的明亮綠色棉麻布料，為服裝注入活力

和獨特性。研究者在背部加上螢光綠色的鬆緊帶，從而增強馬甲背心的調整性。在設計

細節方面，研究者採用同色系的珠光面鈕扣以及馬甲背心下方的羊毛氈圓點設計代表著

各個星球，並利用材質之間的碰撞為馬甲背心增添獨特的視覺效果。 「歸納與轉化」馬

甲背心中，在其前部的連接處作了調整，以更好地配合插畫刺繡的設計，讓前部的版型

更協調且與插畫刺繡更好地融合。此外，背心的下半部進行了水滴型的版型設計，從而

造出獨特的效果。在製作過程中，考慮到顏色的統一性，最終研究者放棄漂色的方法。

圖 32 馬甲背心設計及成衣的製作過程 圖片來源：研究者

4.4.5 褲子設計及成衣的製作

本系列中多次運用褲子元素，總共有三條馬戲團褲以及一條修身長褲，設計概念

旨在以時尚性和舒適性相結合，既能呈現藝術治療相關的塗鴉插畫並帶出主題的同時，

穿著者又可以在日常中展現。褲子的版型設計選擇以可持續和環保的方式重新利用二手

褲子作為原形並經過多次改良以及轉化。過程中，分別剪裁三至四條二手褲子，以創建

基本版型，確保後續調整和轉化的基礎，進一步轉化為兩款褲子，包括對褲腿寬度、長

度、腰部設計等多個方面的調整。製作版型時，研究者製作了樣衣，並邀請模特兒進行

試穿，通過試穿審查每條褲子的細節，包括褲腰、褲腿、口袋和縫線等。馬戲團褲的名

稱源於馬戲團表演者的穿著。隨著時尚文化的演變，褲款多次被重新詮釋以迎合時尚趨

勢。其設計特點包括非常寬大的褲腿，因此特別適合休閒服裝。此外，馬戲團褲的獨特

弧度非常吸引人，有助於研究者傳達特殊的感覺，同時也特顯了羊毛氈刺繡和布料質感

的效果。

圖 32 馬甲背心設計及成衣的製作過程 圖片來源：研究者

4.4.6 裙子設計及成衣的製作

本系列中的裙子設計版型參考了鉛筆裙和魚尾裙的元素並轉化，裙子的設計旨在

突出模特的輪廓和身材線條，以展現優雅的風格， 並對應「轉移新環境」及「成長

與老化」的主題風格，半正式休閒裝及禮服。 「轉移新環境」服裝的魚尾裙設計（白）

注重於羊毛氈刺繡和俄羅斯刺繡與白色牛仔布之間的對比。材質與顏色之間的碰撞呈

現的視覺效果。白色牛仔布具有挺身性，使裙子線條挺拔，輪廓明確，突顯了整體的

立體感。 「成長與老化」服裝的魚尾裙設計（棕）強調了材質與模特兒的膚色的協

調性。研究者選擇具有足夠通透度的布料，其布料的繡線花紋與模特兒的膚色相融

合，從而突顯輪廓。裙子特點在於柔軟材質和高度貼身的剪裁，營造衣服與模特兒合

二為一的氛圍。

圖 34 裙子設計與樣衣及成衣的製作 圖片來源：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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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果呈現與說明

在本章節中，主要的目標是詳細展示每套服裝的設計，並深入解釋其所隱含的意義，以

及這些服裝與前文的研究內容之間的聯繫。包括設計理念、材料選擇、創作靈感等方面的詳

細解釋，讓讀者更深入地理解每套服裝的內涵。同時，將闡述研究者如何運用文獻研究和個

案分析，並將其整體研究背景相互關聯起來，從而為研究提供連貫性。研究者認為，人們往

往因為時間和周遭事物的困擾，而忽略了當下的感受。然而，通過回顧自己的無意識塗鴉，

研究者看到了自己曾經忽略的困擾和以前未曾意識到的情感。這些情感的湧現提醒了研究者

過去的傷痛和病徵。這種自我反思和情感的探索有助於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內在世

界，並對成長和變化有更深刻的認識。這個系列中，六套服裝各自講述著獨特的故事主題方

向，但彼此之間相互連繫，形成一個大故事，代表了研究者尋找自己的定位並接受自己的過

程並透過時尚與藝術的方式來表達這些情感和經歷。故事是從無意識塗鴉中挖掘出來的。參

考 3-1.4 發現解答 (solution-finding, SF) 中提及到藝術治療的角度來看， 無意識塗鴉可以

提高我們的專注力以及記憶力，藉此找潛在的記憶。從觀察塗鴉的細節幫助設計師深入喚醒

自己的內在記憶的感受以及找到自身的定位，並接受自己的真實自我。

5.1.1 作品一《迎合社會》的呈現與說明

「迎合社會」主題方向目的是為了顯示研究者在求學過程中以及畢業前，為了迎

合社會作準備有感而發的塗鴉，從而以圖像詮釋切入服裝主題方向。圍繞並衍生出不規

則的領片，彈性緊身胸衣及馬戲團褲三個部份的設計。不規則背心領片的設計元素利用

羊毛氈刺繡，與布料的搭配形成獨特的質感對比。此外，加入開關設計使整體設計既有

領片的功能及背心的外觀，增加其變化性及功能性。設計方面，插畫草稿以及其轉化為

羊毛氈刺繡代表流變化和迎合的元素概念被轉化為羊毛氈刺繡，這種轉化代表研究者嘗

試迎合社會在求學過程的妥協。彈性緊身胸衣的設計是為了突顯束縛和彈性之間的對比

使用了 100% 純棉襯衫布製成的，以確保舒適度和貼身感。由於布料的支撐性較低，

因而選用法式縫線工藝（French seam）提高支撐性。為了增加變化性以及更貼合身

形，於胸衣增加了鬆緊帶。而且，製造褶皺的設計令造型帶着束縛與掙扎的感覺，呈現

出在迎合社會的過程中，個體特異性受到的束縛。最後，關於馬戲團褲的設計，研究者

運用了白色牛仔布及光面米白聚酯纖維布的配搭襯托出馬戲團褲剪裁的弧度以及特顯

了羊毛氈刺繡和布料質感的效果。

 

圖 35 作品一《迎合社會》的呈現 圖片來源：研究者

5.1.2 作品二《轉移新環境》的呈現與說明

「轉移新環境」的主題方向是代表研究者面臨大學畢業後轉入現實社會的轉變。

在過渡階段中，研究者發現未來的憧憬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因而感到挫折和

迷惘。無力與不確定感的產生引發了自我質疑，質疑自己選擇藝術與設計的正確性。為

了呈現主題，選擇了白色寬肩墊女式西裝、平口上衣和白色中長魚尾裙，其目的是為了

在視覺呈現上簡約而精緻的風格，反映了研究者作為社會新鮮人對於在職場上發揮潛力

並呈現出成熟和專業的形象以融入大眾專業的環境的期望，因此選用了半正式休閒裝扮

(smart casualwear)。白色寬肩墊女式西裝的亮點是背部的羊毛氈刺繡，插畫的靈感

源自無意識塗鴉，選用防禦機制、眼淚以及對自己的疑問三個元素，從而對應當時的情

感。此外，設計重點安排在背部，為了呈現簡約與平衡而拍攝展現出背部的設計時會有

驚喜和反差，其對比反映了現實生活中的兩面。魚尾裙上的刺繡轉化成代表着質疑聲音

的怪獸形象，象徵着這些質疑侵蝕了研究者本身，使研究者迷失了自我。

圖 36 作品二《轉移新環境》的呈現 圖片來源：研究者

5.1.3 作品三《成長與老化》的呈現與說明

研究者在迷失過後藉着塗鴉藝術的過程中提升專注力從而找尋自身內在的記

憶，加上從繪畫中宣洩自身的情感，撫平以前的情緒，並藉着觀察後反思自身從而

獲得成長。 「成長與老化」著重於布料材質的轉化，採用破壞的方法重建布料並

賦予其全新的質感。利用布料薄透的特性使衣服與穿着者融合成一體。呼應在反思

中的成長，其經歷已經成為自身的一部份。此套服裝以禮服的模式呈現象徵蛻變的

典禮，見證着自己畢業並迷失完結的過程。在下半身的魚尾裙設計中，選用了帶有

香檳金色刺繡線條，這象徵着皺紋和橙皮紋的存在，反映了人類老去的過程。而研

究者想利用皺紋這個形式，對應着自身心理以及生理上經歷過的衝擊，損傷以及破

壞雖然留有了痕跡，卻更加特殊及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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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作品三《成長與老化》的呈現 圖片來源：研究者

5,1.3 作品四《突出的特異性》的呈現與說明

研究者透過前文提及經歷成長與挫折的覺悟後，意識到了對於自身表達特異性的

渴望並急於去告知大眾自己的特殊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引人注目。為了表達「突出的特異

性」的主旨，選擇了鮮豔的綠色棉麻布料作為第四套服裝的主要面料，著重於突出 " 日

常 " 的特異性。設計風格注重輕便和舒適，並採用街頭休閒的元素。研究者認為，在社

會中，最大的異質性可能就是來自於非本星球的物體。儘管對這些星球生物是否真實存

在存在疑問，但這仍然引發了研究者對個人在社會中不融合的深刻反思，甚至懷疑自己

是否一直都不屬於這個星球，因此第四套服裝用最平常的方法製作卻融入最跳脫的顏色

以及與代表着怪獸的羊毛氈刺繡最為融入。這套服裝分為上半身馬甲背心部份以及下半

身馬戲團部份，馬甲背心下方的羊毛氈圓點設計代表著各個星球，表達着把跳脫於地球

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中。此外，馬甲背心採用同色系的珠光面鈕扣，同色系及材質的碰

撞下增添馬甲背心獨特的視覺效果。下半身的馬戲團褲強調了輪廓和布料的呈現。褲子

結合了淺綠色的棉麻和亮面綠色歐根紗，兩種材質的挺度和平滑度略有不同，使褲子的

輪廓更加明顯。同時，褲子設計的重點之一是羊毛氈拼布刺繡的腳套。腳套使用了跳色

系的配色，結合了羊毛氈的厚實感，以創造出鮮明的對比效果。

圖 38 作品四《突出的特異性》的呈現 圖片來源：研究者

5.1.4 作品五《收斂的特異性》的呈現與說明

「收斂的特異性」表達研究者尋求在彰顯個體特異性的同時與日常中找到共通之

處及平衡壓抑自己，面向現實，嘗試與之共存並達成妥協，因此研究者使用低明度的綠

色牛仔布料搭配。本服裝分為上半身緊身胸衣部份以及下半身馬戲團部份，緊身胸衣版

型強調身體的曲線，而馬戲團褲則營造出輕松舒適的感覺，反映了特異性和多樣性的社

會之間的平衡，緊身胸衣上的羊毛氈拼布刺繡是服裝的重點。刺繡圖案傳達內心思想的

多樣性以及訴說著外在世界的變遷。刺繡圖案與緊身胸衣的結合呼應服裝設計的主題，

即在追求特異性和多樣性之間找到平衡。不論是迎合還是壓抑，最終都無法阻止象徵特

異性的羊毛氈拼布刺繡 " 怪獸 " 湧現，因此與現實達成妥協的同時，象徵着個體獨特性

依然會慢慢跑出，最終會表現在外部世界中並與服裝融為一體。

圖 39 作品五《收斂的特異性》的呈現 圖片來源：研究者

5.1.3 作品六《歸納與轉化》的呈現與說明

「歸納與轉化」反映研究者在經歷外界資訊輸入和個人的輸出之間的互動過程後

所得出的總結，這套服裝也標誌著本系列的歸納，為整個系列畫上一個句號。研究者試

圖表達個人如何在外部資訊的影響下，將這些資訊歸納和轉化並反映研究者的經歷及外

部資訊對自身的影響，最終轉化為現在的思維和創作。研究者的最後一套服裝旨在表達

" 這個系列的完結即是下一個系列的開始 " 這一核心思想。因此，在布料選擇和下半身

版型的設計上，研究者緊密地圍繞著這個主題。整套服裝的主要面料都採用了牛仔布，

上半身選用自然色的原色牛仔布，而下半身則採用了白色牛仔布，以追求較少的加工處

理，同時以白色象徵性地表達了 " 回歸原點 " 的理念。在羊毛氈拼布刺繡方面，研究者

以大嘴鳥作為原型象徵著各種外部資訊的湧入，研究者利用資訊，將其轉化為自身的文

字和符號，這些文字和符號在馬甲背心的版型設計中得以體現。在「歸納與轉化」的版

型設計融合了羊毛氈拼布刺繡的圖案，這個舉動代表著研究者如何將外來的資訊與自身

特異性相平衡，兩者互相配合，最終融為一體。經過迷惘、反省和轉化後的總結，並為

未來的創作和旅程打開了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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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作品六《歸納與轉化》的呈現 圖片來源：研究者

6.1 結論

研究及設計理念始於探討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專注於了解大眾對「特殊」的概念以及個

體對自身特殊性的自我認知。目標是強調非主流觀點不應被視為一種錯誤，同時反駁大眾在

追隨主流和盲目效仿的情況下對特異性提出的貶低批評。從而把這個理念與服裝設計結合，

研究者對應 1-3 的 3 個研究目的並文獻蒐集與實驗過程中得出四個結論。

6.1.1 結論一：強調大眾對特異性與自我的接納

本旨在深入了解社會心理學理論，尤其是關於特異性和自我認知的理論。對應於

目的一，從理論了解大眾如何定義特殊性以及個體如何看待自己的特殊性並強調非主流

觀點與次文化的存在，並利用不規則的插畫以及顏色在作品強調每人都有自身的特異

性，其關係跟大眾密不可分。此外，透過文獻的理論融入於作品中，使大眾以服裝以及

藝術的方法增加社會中互相的文化理解和接受，驅使大眾了解自身，尊重多元價值觀，

並接受不同文化背景， 以此來與目的三呼應。

6.1.2 結論二：探索藝術治療和塗鴉的應用

在整合客觀文獻研究和個人經驗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藝術治療的方法。藝術治

療有助於詮釋和深化自己的塗鴉和內心世界之間的連結，並應用於研究自身的塗鴉插畫

和創作中。這個過程有助於建立一個完整的研究框架，呼應目的二中以藝術治療探討自

我的例子並幫助大眾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其獨特性並引導研究者將社會心理學、自我認知

和特異性轉化的元素納入插畫媒體和服裝設計中。

6.1.3 結論三：實現理性和感性的平衡

在探索與平衡理性與感性的過程中，研究者以自身成長經驗為例轉化成塗鴉

作品，並使用創意問題解決 (CPS) 的研究方法分析塗鴉作品，以探索內在意義。

從而把研究者的主觀感受納入研究中，以實現理性和感性之間的平衡使令研究更

具多元性。

6.1.4 結論四：創造獨特的時尚設計風格

研究者將自己的塗鴉插畫利用藝術治療的方式詮釋，並且與時尚設計結合，創造

出獨特的時尚風格。創作風格通過服裝中的刺繡技巧和插畫圖形的細節得以表現，使服

裝成為一種情感的表達媒介，生動地講述故事並呈現獨特的穿戴藝術。

6.2 建議

在未來的研究中，研究者計劃繼續探討大眾對特異性的接受程度以及藝術治療與塗鴉插

畫之間的推廣。此外，研究者還將探討在服裝與藝術推廣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再進一步的

研究中將會以可轉換時尚和模組化時尚的概念以及印花設計研究，研究將有助於推動社會和

市場方面的積極變革。

6.2.1 建議一：模組化時尚的概念

模組化設計是可轉換時裝的其中一種， 「模塊化」的概念始於建築，但它的意義

在於它已被應用到各個領域的設計中。通過使用模塊化系統，可以組合和分離來創造各

種功能，通過改造來積極應對環境變化，並根據用途更換零件，滿足消費者的各種喜好

(Go, 2006)。「模塊化」的概念對應社會中各個小群體的形成與拼合，使大眾角色定型

及成長。根據 WGSN 2021 未來五大關鍵趨勢的報告指出可拆卸式夾扣於模組化大量

被運用，無論是裝飾性還是功能性，可拆卸設計元素的服裝及配飾推出頻率有上升的趨

勢，而近年人們越發接受買精不買多務求產品使用性周期長的跨季商品，令模組時裝成

為未來流行的趨勢 (2021 未來五大關鍵趨勢：時尚 - WGSN Fashion, 不詳 ) 。

6.2.2 建議二： 數碼印花設計

現今世代人們越來越關注可持續發展的議題，而纖維生產、針織、織造、染色、縫

紉、印花、洗滌和整理階段均會造成污染，令時裝界越來越大的壓力 。工業印刷和刺繡

是消耗資源和產生廢物的複雜領域，需要對原材料和工藝技術進行創新以減少對環境的

影響。雖然絲網印刷被廣泛使用，替代的環保做法，如數字印刷技術或昇華印刷，提供

競爭優勢，包括加速設計、縮短交貨時間和成本、零浪費、環保工藝和化學品可回收性、

減少用水和運輸。 數碼紡織印花有可能通過使用激光或噴墨機器生產低成本的定制設計

(Islam etal., 2020)。與傳統印花方法相比，CAD 技術在環保工藝和減少浪費方面更為優

勝，因此論文的未來研究方向考慮把藝術治療的圖像轉化至數碼印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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