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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中山博物院，又稱台北故宮 

位於台北市士林區，1965年11月12日落成啟用 



 



 



五開間山門 



五開間山門 



五開間山門 



 



 



 

至善園 



 

至善園 



故宮晶華 



設計理念 

黃寶瑜，字完白，號
宿園 

“器”字形的格局 

南北中軸以南向為尊
，平面以對稱為尚 

融合宮庭與園林建築
風格 



 

故宮南院 

http://south.npm.gov.tw/zh-TW


 

http://fonghu0217.pixnet.net/blog/post/42862103-%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99%A2%E5%8D%97%E9%83%A8%E9%99%A2%E5%8D%80


 

故宮南院 



 



北側入口噴泉 

 



四個主軸 

故宮與文化創意的連結 

故宮與文化創意產業的連結 

從周董的青花瓷來欣賞故宮文
物 

從酸菜白肉鍋談創意 



故宮與文化創意的連結 

一 



故宮今昔對照 

故宮→刻板印象 
典藏著中國的古老文物。 

千百年來前人的智慧結晶。 

靜態的等著人們的注目與垂青。 

故宮＋文化＋創意 
將老祖宗的遺產再次的發光發熱，重新在人們的眼中
鮮活起來。 

古文物賦予它新的生命。 

 



 



  

故宮文創資源網 

http://ccp.npm.gov.tw/content/home/index.aspx


創意故宮 

  

http://app.npm.edu.tw/ntddc/


99-104得獎作品精選 

作品名稱→翠玉白菜傘 

創作者：張文蘊 

設計概念 

以故宮最具代表性的「翠
玉白菜」，結合日常生活
中必備的物品─「傘」 

傘的造型優雅並具趣味性 

透過作品想到觀賞文物的
情境，豐富當代生活形態 銅獎 





第二屆得獎作品精選 

作品名稱→表‧裡 

創作者：劉俊成、王翊
婷、張祐塵、施昌甫 

發想來源→毛公鼎 

設計概念 

撕開表面，利用露出一
角呈現出中國寶物的多
樣性 

彷彿要揭開並探索這豐
富的寶物之美。 

 



第二屆得獎作品精選 

表裡玲瓏碗 

880元 



第三屆得獎作品精選 

金獎 

作品名稱→泡茶趣 

創作者：徐崎翔 

發想來源→清 乾隆 洋
彩黃錦地八卦交泰轉心
瓶 

 



第三屆得獎作品精選 

設計概念 

以瓶身曲線為茶器外形輪廓 

並將腹瓶的如意雲紋與其內鏤雕八卦紋飾，
轉化成茶器濾水孔 

底部則以不鏽鋼製成球狀，放置欲沖泡之茶
葉 

當轉動茶器的瞬間，不但能透過鏤空的紋飾
濾水孔，靜靜品賞茶葉緩慢而清香的舒展，
更能在古典與現代交融的設計中，享受如乾
隆皇帝般優雅自得的生活情趣！ 



泡茶趣 

清 乾隆 洋彩黃錦地
八卦交泰轉心瓶 

1280元 



第四屆得獎作品精選 

金獎 

作品名稱→鐘響 

創作者：賴忠平 

發想來源→西周晚期 
銅宗周鐘 

設計概念 

它改善iPhone喇叭聲音
擴散的缺點且能作為手
機立架 

兼具文創設計與商業量
產 

 



第四屆得獎作品精選 

390元 
西周晚期 銅宗周鐘 



西周晚期 銅宗周鐘 

 「宗周鐘」 

又名「           」、「
胡鐘」 

為西周厲王所製的祀
祖樂器 

造型嚴整、銘辭淵雅 

是存世最重要的天子
作器。 

 高 65.6公分、寬 35.2公分，
銘文 123字 



第五屆得獎作品精選 

銅獎 

作品名稱→寒江釣雪杯 

創作者：洪唯軒 

發想來源 

宋 范寬 寒江釣雪 



第五屆得獎作品精選 

設計概念 

將畫中情境與意境轉化為杯組設計。 

品茗三巧思 

杯蓋上公仔：釣竿可吊掛茶包線，投射畫中
簑翁釣魚。 

杯底圖案：設計感溫塗料，隨著熱水加入魚
逐漸消失，表達畫中緩慢流逝的時間感。 

杯體：無手把設計體現中華傳統的喝茶方式
。 



以上這些得獎作品，設計靈感源自於發想作
品的哪一點? 

造形 

材質 

功能 

內涵 

您還看到了什麼？ 

另行轉化→賦予新功能/新生命 

 

 

省思一 



  

2016 國立故宮博物院第六屆國寶衍生商品設計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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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省思 

利用故宮文物作為發想來源 

設計一個實用的物作 

創意始終來自於人性 

有二個功能 

繳交期末報告 

參加創意競賽 



  



  



2005年故宮推出古物活化主題 

Old is New 時尚故宮～3D立體呈現。 



2005年故宮推出古物活化主題 

兩元相容杯 

東體西形展 

與明基合作 

傳統與時尚的結合 

明基送禮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德先生/賽先生 



2005年故宮推出古物活化主題 

宋徽宗的御花園 

宋徽宗 (1082-1135)。 

宋代文物展。 

互動展品學習機具→透過互動多媒體進行情境式
學習 

舞蝶迷香徑‧翩翩逐晚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hmi28f9BGE


借古人的創意密碼 

韓國首爾成立孔子學院 

中國相繼在海內外成立孔子學院。 

蘇州博物館 

貝聿銘收山之作 

用米芾的山水畫結合陶淵明＜歸田園居＞
的意境 



 

中而新、蘇而新 



山與水的結合 



博物館中庭 



＜Y世代設計新主張＞金獎得主 

蟠龍水果盤～銘傳大學游怡真。 

鳳提包系列～輔仁大學陳淑媛。 

天工開物鑰匙圈～成功大學游筆鈞。 

外籍友人漢字明信片網路版～雲林科技大學
徐郁絜。 

隨身碟配件迷鍊～台灣藝術大學吳秉諭。 



得獎創作品蘊含的深意 

老元素＋新創意 

新文物＋古文化 

生活與藝術的結合 

傳統＋創新 

時尚＋復古 

科技＋文明 



從「Old is New」到「New is Money」的故宮
文創商品 

省思二 

經濟美學故宮 



 

國立故宮博物院究竟在一個
國家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故宮與文化創產業的連結 

二 



台灣故宮的產業圈 

故宮內 

從一二樓的咖啡店到故宮晶華～形成了食尚圈→

英雄造食事。 

故宮外 

永豐餘集團何壽川的女兒何奕佳開設的齊民火鍋
店，店內餐具均來自有「故宮分身」、曾為故宮
仿做古陶瓷作品的曉芳窯。 

馬英九、蕭萬長的全方位政策白皮書～故宮
列入觀光政策之一。   



閒居賦 



 



 



三希堂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王獻之＜中秋帖＞ 

 王珣＜伯遠帖＞ 



Y世代的思維與創意 

故宮古文物除了可以將其商品化，塑造出故
宮品牌外，我們還可以有那些的啟迪與經濟
效益？ 

我們如何將故宮古文物與文化創意產業作另
類的連結？ 

這些靜態的古文物如何能夠再次鮮活的呈現
在今人的眼前？ 

新新人類的創新定義～故宮三寶→酸菜白肉
鍋。 

 



從周董的青花瓷來欣賞故宮文物 

三 



周董的＜青花瓷＞ 

 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
炊煙裊裊升起隔江千萬里。 

 在瓶底書漢隸仿前朝的飄逸，
就當我為遇見你伏筆。 

 色白花青的錦鯉躍然於碗底，
臨摹宋體落款時卻惦記著你。 

 你隱藏在窯燒里千年的秘密，
極細膩猶如繡花針落地。 

明永樂青花蟠龍天球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78y__MIzM
javascript:this.close()


＜青花瓷＞解析 

為何說＜天青色等煙雨＞？ 

瓶底書漢隸？ 

落款→在書畫上題寫姓名年月或詩句跋語。 

這首歌是方文山所作。 

創意來自於知識的累積。 



青花瓷的歷史 

青花瓷的歷史～起於唐；成熟在元；明時青
花成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時發展到達巔峰，
有青花首推宣德說。 

青花瓷的特色～洗盡鉛華、古樸典雅、清新
流暢。 

取自於「雨過天青雲破處，千峰碧波翠色來」 

縱有家財萬貫，不如汝瓷一片。 

 



玉器～1 
 

玉琮～新石器晚期 

龍冠鳳紋珮～商朝晚期 

玉螭紋觿～戰國 

玉龍紋角杯～漢代 

玉荷葉杯～宋明時期 

玉鰲魚花插～明 

翠玉白菜～清 

玉鳩杖首～清 

 



玉器 

質地 

石的堅實 

水的潤澤 

山川精神靈氣的匯聚凝結。 

「玉不琢，不成器」 

和氏壁的故事 

玉料須經過人為加工，形成特定的形態後，
才具備社會價值。 
   



玉器製作方法 

硬度 

在六到七度之間 

是無法以銅、鐵質的工具直接雕刻的。 

況且，玉器的出現早於任何金屬工具的使用。 

「以石攻玉」 

製作石器的經驗 

利用硬度高於七度的礦物琢磨玉料，製作玉器。 

   



玉的價值 

數量少 

加工困難 

擁有者既貴且富 

族長、祭師 

禮器、祭器或圖騰。 

石頭轉化→權力、地位、財富、神權的象徵。  



玉琮ㄘㄨㄥˊ 

時代 

新石器時代晚期 

形狀 

內圓外方的筒形玉器 

琮上雕琢有小眼面紋 

《周禮》 

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 



故宮典藏玉琮ㄘㄨㄥˊ 

良渚文化玉琮 

新石器時代晚期 

 3200～2000BC 

  外形 

上大下小的方柱體 

有上下貫穿的大圓孔 

外壁以四個轉角線為中心 

上下垂直堆疊地雕琢「面紋」 。 



祭祀的禮器 

巫師通神的法器。  

古代紡織機器上的零件 

古建築縮影 

窺測天文的窺管 

日本考古學家 

您看它像什麼？ 

玉琮ㄘㄨㄥˊ的功能 



玉琮形制種類 



翠玉白菜 

長18.7公分，寬9.1公分，厚5.07公分 。 

這件玉器原本置於北京紫禁城的永和宮，是
光緒帝之妃—瑾妃的嫁妝。玉器的雕刻一體
成形，以翠玉自然的色澤刻飾出綠色的菜葉
與白色的葉柄；白菜的造型象徵女子清清白
白，而菜葉上還塑有兩隻昆蟲，一隻是螽斯、
一隻是蝗蟲，都是象徵多子多孫之意。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AB%E7%A6%81%E5%9F%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BE%E5%A6%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E%BD%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D%97%E8%9F%B2


蝗 

蟲 

幗 

幗 



 



 



《詩經周南》 

是為祝福他人子孫眾多的詩篇。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蟴與蝗蟲 

《螽蟴》就是俗稱《紡織娘》的鳴蟲。  

《蝗蟲》俗稱蚱蜢或《草螟仔》的植食性昆
蟲。  

二者的差異性～ 

螽斯細長的觸角比身體還長；蝗蟲的觸角比較短。 

螽斯多半是雜食性的；蝗蟲則是植食性的。 

螽斯的後腳比較細長；蝗蟲則是比較粗壯。  



翡翠 

「翡翠」有四色 

紅翡 

綠翠 

白底 

紫玉。 

翡翠被中國人喜愛從清朝才開始 

到了十九世紀時，這種美麗的翡翠才逐漸成
為宮廷后妃的寵物。 

慈禧太后尤其偏愛。  

  



銅器～2 

蟠龍紋盤～商 

亞醜方尊～商朝晚期 

毛公鼎～西周晚期 

散氏盤～西周晚期 

子犯和鐘～春秋中期 

秦量～秦 

佳鏡～漢 

嘉量～新莽 



蟠龍紋盤 

高16.3公分，口徑43公分，腹深7.5公分，足
高8.2公分，重5240公克 。 

盤面蜷伏一龍，龍首正居盤心，突起於盤面，
為晚商典型的獸面；盤面邊緣則環繞以夔紋、
鳥紋、魚紋，整體風格莊重古雅。 

盤本是青銅時代重要的水器，但此器盤面又
裝飾著莊嚴的龍紋，應該是等級較高的貴族
才享有的陪葬品。    





毛公鼎 

是周宣王年間所鑄造的一個鼎 

上刻有497個銘文，為當今出土的銘文青銅器中，
文字最多的一個 

現為台灣「故宮三寶」之一。 

銘文→亦稱金文或鐘鼎文，乃鑄或刻於青銅
器上的文字，承接甲骨文而起。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1%A8%E5%AE%A3%E7%8E%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C%8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7%91%E6%96%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A%98%E6%96%8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D%92%E9%93%9C%E5%99%A8&variant=zh-tw


高53.8公分 
腹深27.2公分 

口徑47公分 

重34.7公斤 



毛公鼎銘文內容 

銘文→西周宣王冊命毛公書 

命毛公處理國家大小事務 

又命毛公一族擔任禁衛軍，保衛王家，並賜酒食、
輿服、兵器。 

毛公感念周王，於是鑄鼎紀事，由子孫永寶
永享。 



命運多舛 

毛公鼎為清道光年間出土，其間輾轉流落於
各大古董商、收藏家之手，1945年陳永仁將
毛公鼎捐獻國家，隔年由上海運至南京，收
藏於中央博物館。 

 1949年隨國民政府來台。 



鼎的象徵意義 

 鼎是我國青銅文化的代表。鼎在古代被視為立國重
器，是國家和權力的象徵。 

 直到現在，中國人仍然有一種對鼎崇拜的意識，鼎
字也被賦予“顯赫”、“ 尊貴”、“盛大”等引申
意義，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時期、鼎力
相助等等。 

 鼎又是旌功記績的禮器。周代的國君或王公大臣在
重大慶典或接受赏賜時都要鑄鼎，以旌表功績，記
載盛况。  



鼎的傳奇色彩 

禹鑄九鼎的傳說 

烹飪之器，相當於現在的鍋，用以炖煮和盛放魚
肉。 

許慎《說文解字》 

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寶器也。 

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 

最早的鼎是黏土燒制的陶鼎，後來又有了用
青銅鑄造的銅鼎。  



問鼎 

問鼎的典故，語出《左傳宣公三年》。 

  內容大致是周定王派王孫滿慰勞在周天子境
內檢閱討伐外族入侵軍隊的楚莊王，楚莊王
趁機尋問周鼎的大小輕重。 

王孫滿回答道：「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
君無道，鼎大也輕。周王朝定鼎中原，權力
天賜。鼎的輕重不當詢問。 」  



陶瓷～3 

黑陶高足杯～山東龍山文化 

繭形壼～戰國至漢 

蓮花式溫碗～北宋汝窯 

白瓷嬰兒枕～北宋定窯 

青花蟠龍天球瓶～明永樂 

寶石紅僧帽壼～明宣德 

鬥彩雞缸杯～明成化 

玉彩龍鳳大盤～明萬曆 



蓮花式溫碗 

高10.4公分，口徑16.2公分，足徑8.1公分， 
深7.6公分，重465公克。 

器作十瓣蓮花形。以蓮花或蓮瓣作為器物之
紋飾及造型，隨佛教之傳入而盛行，爾後更
取其出泥不染之習性，寓意廉潔，廣為各類
器所採用。本器狀似未盛開蓮花，線條溫柔
婉約，高雅清麗。 

原器應與一執壺配套，為一溫酒用器，晚唐
至宋所常見。  





汝窯 

汝窯曾為宮中用器，因採覆燒的方式，故口
有缺陷，因而有「宮中命汝州燒造青瓷」之
舉，汝窯之入選，支燒滿釉應是原因之一。 

支燒另一用處為防止器底塌陷，汝窯所用支
釘細小，所留釘痕狀似芝麻，器底五支釘痕
即是，也就是俗稱的「芝麻釘」。釉面細碎
紋路，更有「蟹爪痕」之美名。 

汝窯瓷器的使用，大約在北宋哲宗到徽宗
（1086-1106）20年之間。   



汝窯特色 

汝窯的工匠，以名貴的瑪瑙入釉，燒成了具
有「青如天，面如玉，蟬翼紋，晨星稀，芝
麻支釘釉滿足」典型特色的汝瓷。 

宋代五大名窯之一～汝、官、鈞、哥、定。 



高麗青瓷花口碗  

高9.5公分、口徑14.2

公分，也是有十片花
瓣形，器壁薄而精緻，
釉色高度透明並帶明
亮的青綠色。 



珍玩～4 

春雷琴～唐 

端石雲龍九九硯～明 

雕竹窺簡圖筆筒～明朱三松 

掐絲琺瑯番蓮紋盒～明景泰 

肉形石～清 

松花石硯～清 

雕橄欖核舟～清陳祖章 

畫琺瑯蟠龍瓶～清雍正 
 



清    陳祖章  

雕橄欖核舟 

 高1.6公分，長3.4公分，來自廣東，
於雍正時期已進入造辦處的陳祖
章，在乾隆二年（1737），依照
橄欖核天然的外形，將一個果核
雕琢成一艘小船，船上乘載八人，
每一位人物的動態、表情各有不
同。最特別的是，船底刻蘇軾的
〈後赤壁賦〉全文，三百餘字，
細密井然，堪稱鬼斧神工。 

 



 



核雕的歷史淵源 

可追溯至春秋戰國，到了明代，曾風靡朝野，
不僅皇帝喜歡，連民間也極風行，並成為文
人雅士顯示身份地位的寵物，甚至被視作當
時的＜時尚＞，成了西洋人獵奇的對象。 

特別在清代，幾乎達到是「文人必手持折扇，
有折扇必有核雕扇墜」的地步。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
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
樂之。行歌相答。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
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
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
「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
復遊於赤壁之下。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
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
踞虎豹，登虯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
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
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
流，聽其所止而休焉。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
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
夢一道士，羽衣翩仙，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
遊，樂乎？」問其姓名，俯而不答。鳴呼噫嘻！我知之矣，
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
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蘇軾＜後赤壁賦＞356字 



仿自魏學洢《核舟記》  

魏學洢（1596—1625年），字子敬，嘉善
（今浙江省嘉善縣）人，明末散文作家。  

本文記述明代毫雕奇人王叔遠，能在細小的
核桃雕刻出一條船，主題為蘇軾泛舟遊赤壁，
船上人物栩栩如生。  

船內共五人：蘇軾、黃庭堅、佛印及二名船
夫；八窗，34個字。 



微雕工藝 

 中國微雕歷史源遠流長。遠在殷商時期的甲骨文中，
就出現微型雕刻。戰國時的璽印小如累黍，印文却
有朱白之分。  

 藝在微；意在精。 

 微雕五要件 

選材。 

刀具。 

要有書法及繪畫功底～強調意雕。 

集中意念，一氣呵成。 

運刀要穩、狠、準。 



兩岸著名微雕大師 

 夏白眼～明宣德年間人～橄欖核雕～核上雕16個小
孩，每個約半粒米大小。 

 王叔遠～明末人物～橄欖核雕～東坡泛舟遊赤壁。 

 馮公俠～(1894～1963)象牙微雕～將四書雕於象牙
扇面上～馮神眼。 

 陳忠森～《百隻熊貓樂園圖》～3cm×0.2cm的壽山
石～半根牙籤大小，刻有100隻熊貓 。 

 潘啟慧～頭髮絲上雕唐詩。 

 陳逢顯～2008年～四隻老鼠～在樹脂上雕每隻約
0.27厘米～新店毫芒雕刻博物館～台灣之光。 



現今核雕大流行 

傳統文化認為這類飾物有辟邪的作用。 

好的核雕到手後是需要保養的。 

玩核雕是一種文化。    



肉形石 

高5.73公分，寬6.6公分，厚5.3公分 。 

是清朝時期的一個宮廷珍玩。 

肉形石的由來是一塊自然生成的瑪瑙，瑪瑙
生成過程中受到雜質的影響，呈現一層一層
不同顏色的層次，外觀看過去就像一塊肥嫩
的東坡肉，因而稱「肉形石」。  





 



東坡肉 

  漢族佳肴，流行於江浙。相傳為北宋詩人蘇
東坡所創制。 

蘇東坡《食豬肉詩》：「黃州好豬肉，價錢
等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慢著火，
少著水，火侯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
飽得自家君莫管。」 

製作方式製作方法：將五花肉切成大塊，用
葱薑墊鍋底，加上酒、糖、醬油，用水在文
火上慢燜即可。影片欣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EijYBElghk 

http://baike.baidu.com/view/66166.htm


肉形石製作 

肉形石是一巧作。玉工見玉石顏色聯想到三
層肉，此石除皮部分，加以染色處理，作出
肉皮、豬毛的樣子，其餘皆為自然模樣，觀
其外形與真實的肉一模一樣，故名「肉形
石」。  



書法～5 

並稱天下三大行書 

 

蘭亭序～東晉王羲之～雅士超人的風格。 

祭侄帖～唐顏真卿～至哲賢達的風格。 

寒食帖～北宋蘇軾～學士才子的風格。 



行書的起源與特色 

行書萌芽於漢末，行於晉。同時又說明了行書
是以隸書為基礎並吸收了草書等一些寫法而成。 

行書的特色： 

由於行筆加快了流速，故將原來隸書中的直線變為
弧線；方角處也多變為圓角，使它的筆法產生了連
筆和引帶。  

由於行書介於楷草之間，它能借助於楷、草等的體
勢來運用其筆法，故字的伸縮性大，結構變化多端。  



蘭亭序真跡～332字 

 



祭侄帖～230字 

 



縱28.2公分，橫72.3公分，25行，共230字。 

顏真卿為自己的侄子寫的一篇祭文草稿 

他的侄子季明為叛軍安祿山所殘殺。 

心情極度悲憤，情緒已難以平靜，錯桀之處增多
，時有塗抹， 

此幅字寫得凝重峻澀而又神采飛，筆勢圓潤
雄奇，姿態橫生，純以神寫，得自然之妙。
在此帖真跡中，所有的渴筆和牽帶的地方都
歷歷可見 

能讓人看出行筆的過程和筆鋒變換之妙，對
於學習行草書有很大的益處。 



寒食帖～129字 

 



清明上河圖真跡 

畫長528公分，高24.8公分，是北宋畫家張擇
端的作品，真跡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該圖
描繪了清明時節北宋京城汴梁（開封、東京）
及汴河兩岸的繁華和熱鬧的景象和優美的自
然風光。 

作品以長卷形式，採用散點透視的構圖法，
將繁雜的景物納入統一而富於變化的畫卷中。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B5%E6%93%87%E7%AB%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B5%E6%93%87%E7%AB%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C%97%E4%BA%A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85%E5%AE%AB%E5%8D%9A%E7%89%A9%E9%99%A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1%B4%E6%A2%8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1%B4%E6%B2%B3&action=edit&redlink=1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 

因為該畫名氣響亮，歷代多有畫家臨摹。最
有名的是《清院本清明上河圖》，乾隆元年
（1736年）由清宮畫院的五位畫家陳枚、孫
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合作畫成，集各家
所長，融洽中西，細膩嚴謹，現為台北故宮
所典藏 



畫作主題 

畫中主要為三部份 

一是汴京郊野的春光→有茅舍、菜園風光 

一是繁忙的汴河碼頭→官船(汴綱)、貨船、客船、
商船。 

一是熱鬧的市集→有香藥舖、醫藥舖、飲子攤、
酒店、公廨、腳店、邸店、卦肆、紙馬舖、茶店、
木工作坊店、稅務機關。 

 



畫作內容 

畫中有八百一十四人，牲畜六十多匹，船隻
二十八艘，房屋樓宇三十多棟，車二十輛，
轎八頂，樹木一百七十多棵，往來衣著不同，
神情各異，栩栩如生。 

其間還穿插各種活動，注重情節，構圖疏密
有致，富有節奏感和韻律的變化，筆墨章法
都很巧妙，頗見功底。 



內容解析 

樹木→柳樹居多，汴河自隋開通以來，兩岸
植柳，歷代相沿。汴河河堤，唐宋以來稱為
隋堤，故隋堤煙柳，成為開封八景之一。 

船隻→共28艘，以虹橋上為最多，其中貨船
比較短圓、客船比較狹長。 

車輛→平頭車（以牛駕轅）、太平車（四騾
拉車）。 

虹橋→大橋跨水，中間無柱。拱橋兩端豎有
四根高竿，是測風器。 



開封與汴河 

六朝古都→戰國時的魏國、五代的梁、晉、
漢、周、北宋。 

汴河即隋煬帝所開的通濟渠，唐代稱汴河。 

汴河是引黃入淮的一項水力工程。 

開封由於汴河的開鑿，成為南北經濟運輸的
樞紐→汴河沿岸形成河市。 

宋代還設置提舉汴河堤岸司管理汴河沿岸的
交易課利。 



從酸菜白肉鍋談創意 

四 



 

至善三寶鍋 



科技與創新的源頭 

科技與創新的基礎是人文素養。 

透過人的感覺(Feeling)，與科技創新作結合。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創新永遠離不開生活。 

以人為出發點來詮釋這些古文物。 

了解它們的產生背景。 



創意思考 

 創造力就是舊元素的新組合 

 最終的目的→解決生活上的問題→生活智慧王 

 創造力就如同微弱的炭灰→需要被激發→愈煽愈
旺 

創意使得傳統→獲得再詮釋或再建構 

創意從何開始？模仿→修正→微調→創新 

創造必須→合乎情理之中，出乎意料之外 

成功的創造力方程式如下： 

創造力＝人格＋知識＋環境＋技能＋潛能
＋機運 



到故宮找美夢 

轉心瓶、翠玉白菜、象牙球等。 

利用 3D立體動畫呈現。 



故宮春裝秀 

科技與人文的碰撞～可能是一場災難～更可
以是一場心領神會的科技人文饗宴。 

傳統與現代的結合～用現代的意象、語言、
文字來詮釋傳統文化。 

舊酒裝新瓶～風格尚異。 

發揮你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突破思維的障礙。 



多年前發生在淡水的情殺案 

男殺女47刀未死的判決。 

一審判決→連殺47刀，顯有致人於死的意
圖→判死刑。 

二審判決→連殺47刀卻未死，顯未有意致
人於死→判傷害罪。 

外在的物理鏡是由內在的心理鏡去詮釋。 



創意發想 



創意是從加法開始 

「當你知道的愈多，愈能想出有創意的
答案」→德州農工大學教授史密斯說。 

  創意不是無中生有，而是組合既有不同
資訊的能力。 

真正有創意的人，能將看似毫不相干的
元素組合在一起，創造新的可能。 



每個人的創意都可以不同 

 
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觀點，這就是每個人的創意 
DNA，而且沒有任何人是相同的。 



如何打破聯想障礙 

接觸不同的文化。 

用不同的方法學習。 

扭轉假設，就能發現不同的世界。 

採取多重觀點，就有加倍收穫。 

 



黃色意象 

美國→懦弱 

馬來西亞→皇家 

委內瑞拉→幸運內衣 



蟋蟀 

美國→害蟲 

中國→寵物 

泰北→開胃菜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