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立體構成



線上影片連結補充教材

1. 立體構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J8qKtLH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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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體構成的元素，可包括三大類：

• 1.基本元素：點、線、面、體。

• 2.視覺元素：形狀、大小、色彩、質感。

• 3.關係元素：位置、方向、空間、重心、
力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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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體構成不同於平面構成，它是由長度、寬度、
深度所構成的三維空間，我們要充分了解一個
物件的形體，如果單從一個視覺的角度，是無
法完全得知的；也就是說，任何立體的造形，
須經過多方的觀察與理解，它包含了立體構成
的基本元素：點、線、面、體，還有視覺元素：
形狀、大小、色彩、質感等；以及關係元素：
位置、方向、空間、重心、力的平衡。透過這
些綜合元素的理解之應用，對於三維空間的立
體構成才能更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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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塑 膠

• 塑膠材料的介紹

• 塑膠是工業設計領域最常使用的一種材料，
又稱為合成樹脂，係利用人工合成之有機高分
子化合物，可在其中加入顏料、填充劑、安定
劑、可塑劑及硬化劑等成分；在加工過程中可
藉熱、壓力等的作用而流動化，可以自由成形，
其最終狀態通常為固體，工業上用最廣的塑膠
為丙烯-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俗稱ABS
（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 
Copolymers）塑膠[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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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膠材料可分成兩大類： 熱固性塑膠與熱塑
性塑膠。

• 熱固性塑膠在加熱起初時會被軟化而具有一定
的可塑性，但隨著加熱的進行，塑料中的分子
不斷的化合，然後固化成一種不融化也不溶於
溶劑的物質。屬於此種特性的塑膠有：酚甲醛
樹脂(Bakelite，俗稱電木)、三聚氰胺樹脂
(melamineresin，俗稱美耐皿) [圖4-2]、尿
素樹脂（UF）、不飽和聚脂（Unsaturated 
Polyester Resin，俗稱UP或Poly）與環氧樹
脂（Epoxyresins，又稱人造樹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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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塑性塑膠是在加熱時會隨著溫度的升高而逐
漸軟化，但冷卻後即重新固化為固體，如果再
加熱它又可軟化。屬於此種特性的塑膠有：聚
乙烯（PE）、EVA樹脂、聚丙烯（PP）[圖4-3]、
聚醯胺（PA）、聚縮醛（POM）、飽和聚脂
（PET、PBT）、氟素樹脂、AS樹脂、ABS樹脂
[圖4-4]、聚氧化苯（PPO）等、聚氯乙烯
（PVC）、聚苯乙烯（PS）、壓克力樹脂
（PMMA）[圖4-5]、聚碳酸脂（PC）、玻璃纖
維強化塑膠（FRP）等[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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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膠材料的特色

• 塑膠材料有以下幾點特性：

• 1. 質輕、機械強度高、耐磨性佳。

• 2. 不銹蝕、不導電、不傳熱。

• 3. 耐酸性、耐鹼性、耐油性、耐化學藥品性。

• 4. 透明、色澤美觀、著色容易。

• 5. 容易成形加工。

• 6. 可以多次加工，廢料可以回收使用。

• 7. 加入其他樹脂、填充劑後可改變其材料性質，
廣泛應用於生活產品的製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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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膠材料的應用

• 塑膠由於它本身的可塑性極佳，因此它的成形
方法很多，例如：壓縮成形
（Compressionmolding）、下注成形（Tr 
ansfermolding）、射出成形
（Injectionmolding）、擠製成形
（Extrusionmolding）、押出成形、中空成形
（Blowmolding）、發泡成形法、真空成形法、
輪壓成形（Calenderingmolding） 、流動成
形（Flowmolding）、積層成形（Laminatin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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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成形法中，以射出成形與真空成形最
為常見，射出成形法是先把塑膠材料置於
加熱筒中加熱，等待成可塑性狀態時，再
用螺桿加壓，使軟化的塑料以極大速度和
極高壓力，從加熱筒中經噴嘴射入模具中，
並迅速地在模穴中成形，利用此種加工方
法，效率高、速度快，可塑造形狀複雜之
產品[圖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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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空成形法是將塑膠的薄板固定於模具上
方，再用加熱器加熱，然後抽真空，使薄
板被真空吸著於模具上而成形。運用塑膠
的特性，可以作為同學們在材質方面的造
形練習[圖4-8～圖4-9、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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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 屬

• 金屬材料的介紹

• 金屬是最早與人類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一種
材料，早在中國的夏商周時期，青銅與鐵
材已被廣泛地製作成各種生活器具，在近
代的工業領域，金屬與塑膠材料同樣被列
為最常用的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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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材料係指可供工業上使用之純金屬或
合金，在工業上純金屬具備某些特性，但
缺乏實際應用上所需之物理與機械性質，
因此通常以合金型式使用[圖4-10～圖4-
13]。合金又可分類為：鋼鐵類合金、銅合
金、輕合金、鎳合金、白合金等，其中又
以鋼鐵類合金應用最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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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材料可分：鐵金屬材料與非鐵金屬材
料兩大類，其中鐵金屬材料有：熟鐵、鑄
鐵、碳鋼、合金鋼…等，非鐵金屬材料有：
銅、鉛、錫、金、銀、鋁、鎂、鋅、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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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切削加工法

• 可分為：車削（傳統車削與數值控制CNC車
削）、銑削加工[圖4-18]、鑽削加工、搪
削、磨削、刨削等。

• 數據加工是基於電腦輔助設計（CAD）數據，
用於製造高精密、高品質產品的一種加工
法，可用於金屬、木材、石材、複合材料
和其他材料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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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傳統與微細加工法

• 可分為放電加工[圖4-19～圖4-20]、線切
割放電研磨、線切割放電加工、超音波加
工、雷射加工、粉末冶金、擠出成形法、
射出成形法等。同學們可以運用金屬的特
性，在材質方面進行基礎造形練習[圖4-21
～圖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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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木 材

• 木材材料的介紹

• 木材是很自然的材料，它的質感、色澤給
人親切、溫暖的感覺，同時價格低廉、取
得容易，比起金屬更具有輕盈易加工的特
性，被廣泛使用於家具、建築、生活用品、
雕刻…等方面，是除了塑膠、金屬材料之
外最常用的一種材料，尤其在工藝創作上
更是最被優先考慮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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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材也是中國人最擅用的造形材料，中國
的古典建築藝術即是以木造為主。木材通
常為直線造形，直到近代，由於工業科技
的發展，才開始出現較多的曲線造形；尤
其是成型夾板製作技術的發明，為木材家
具的造形帶來革命性的改變[圖4-25～圖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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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板製造法

• 將木材以旋切法或平切法製成板片、薄片，
加入樹脂經高壓膠合及表面披覆而成之二
次加工過程。包括合板印花、合板貼面、
合板嵌花、合板壓花、木心板製造、防腐
合板製造、合板表面處理、木心板加工處
理、防火合板製造、構造用合板製造、裝
箱用合板製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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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組合木材製造法

• 將木材以加壓膠合方式， 加入碎木片、鉋
切屑、纖維材、層壓材、粒片板、集成材、
層積材等之製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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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塑化木材加工法

• 將木材以加熱、加壓或模型成型器，加入
木質粒、片或木質纖維注入人造樹脂，或
經其他放射線處理，改善其木材性質之加
工過程，其製品包括浸漬材、壓漬材、木
塑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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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木材具有前述的幾項缺點，因此對於
木材的保存處理，變得極為重要，一般的
處理方法是使用藥劑將木材加壓、浸潤、
蒸燻、塗刷，使木材具有防腐、阻燃、防
蟲、防蟻的效果，進而延長木材的使用壽
命。

• 在各個學校的設計科系中，常運用木材的
特性與加工方法，可以作為學生們材質的
造形練習[表4-3、圖4-29～圖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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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紙 材

• 紙材材料的介紹

• 紙，是中國人的一項偉大發明，據傳是東
漢和帝時的蔡倫發明造紙。

• 紙具有不容易受到腐蝕、不通電、可以隔
熱隔音的特點，它可以製成透明或不透明
的東西，亦可染成任何一種顏色。它比同
重量的木材強度更大，比同厚度的鐵皮張
力更強，利用瓦楞紙材甚至可製作桌、椅
等家具用品[圖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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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把紙予以加工，它的性能更加出人意料，
例如它可以是可燃性的物質，亦可製成不
可燃性，它可以製成耐酸、鹼等一切化學
物品的材料；至於吸濕性強的紙張如果加
入合成樹脂以後，更可硬化成堅硬的物質，
廣泛地應用於各種用途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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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材材料的特色

• 雖然紙材有這些優點但也有一些缺點， 例
如： 容易燃燒、容易破裂、缺乏耐久性、
容易浸濕、容易污染、抗力較弱、容易變
色、不透明、缺少伸縮性、不易貯存等。

• 使紙材產生立體造形效果的方法有： 彎曲、
切割、揉捏、撕裂、刺破、抓、刮、擰、
浸泡、燃燒、壓碎等。



4-1立體構成與素材

• 一般而言，紙的特色如下：

• 1. 易於加工。

• 2. 印刷、著色容易。

• 3. 種類多，用途廣。

• 4. 價格便宜，容易取得。

• 5. 容易汙損。

• 6. 柔軟、輕、耐折。

• 7. 不防火，也不易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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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材本身具有加工的高度自由，沒有像其
他材質那種特殊的性質，所以容易將構想
中的形態一一予以展現，是造形練習或習
作的好材料[圖4-34～圖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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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材材料的應用

• 紙材多半是經過樹脂處理過的，它結合了
紙材和樹脂兩者的長處所得的結果。一般
普通紙材，欲成為實用或長期觀賞的對象，
必須結合其他材料。現代的紙材拜加工技
術所賜，經過樹脂處理後，其強度可以容
許許多的立體造形變化，被廣泛用來製作
紙杯、紙盤及包裝盒、袋、利樂包、裝貨
櫃用的棧板 [圖4-38]、生活產品[圖4-39]
等[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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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紙的造形領域中，因為它具有輕薄質感
及平滑表面的特性，最適合用來表現輕快
的感覺，且也因為有容易加工的特質，非
常適合各種造形及模型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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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的造形練習有兩種手法，一種是利用紙的原
樣性，另一種是利用紙的再生性。紙的原樣性
是依紙材的特性決定作品的內容與形式。例如：
紙的厚薄度及纖維含量如何，甚至色彩的種類，
都是可預測的，若是纖維含量多且明顯的紙，
就很適合利用「刮纖法」來表現。或是想在構
圖中有草地原野的表現時，則可利用毛刷或畫
筆將紙的纖維刷出並直接留在畫面上。對於一
些較厚的紙板類，就不適合用「刮纖法」，而
是用「直接雕法」，有些類似版畫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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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的再生性是破壞原有紙材的特質，再重
新加以表現。最徹底的方法是搗碎還原為
紙漿，甚至用燃燒剩餘的灰燼都可以用來
表現。再生性的方法，需要更多的藝術概
念甚至技巧，創作空間更為深遠。再生性
的表現法最好的一種就是「漿渲法」，利
用還原的紙漿達到如水墨一般的渲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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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在生活上與工業領域應用地很廣泛，例
如：印刷、包裝、書畫類、玩具類、裝飾
品、生活用品、室內裝潢、建材材料、宗
教用品的金銀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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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陶 瓷

• 陶瓷材料的介紹

• 陶瓷原料為黏土經過淬取而成，粘土的性
質具韌性，常溫時加水容易塑造成型，當
加熱至攝氏700度時可成陶器；燒至攝氏約
1230度左右則瓷化，不會吸水且能耐高溫、
耐腐蝕。陶瓷材料大多是氧化物、氮化物、
硼化物和碳化物等成分等。常見的陶瓷材
料有粘土、氧化鋁、高嶺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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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因其燒製時的溫度及使用土質的關係，
而有陶與瓷之分。談到陶瓷，自古以來中
國的陶瓷技術，其質與量均冠絕於全世界。

• 因為中國的陶瓷精品相當重視造形材料的
本質之美，如宋代的白瓷、青瓷等，此種
造形的美感並非全出自陶藝家的技巧，素
材本身所表現出來的美感也占了很重要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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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性的陶瓷作品有：彩陶文化時期的彩陶、
唐代的唐三彩陶俑、宋代的青瓷、元代的青花
瓷、清代的琺瑯瓷等[圖4-40～圖4-41]。

• 陶瓷可分成傳統陶瓷與精密陶瓷，精密陶瓷與
傳統陶瓷不一樣，它具有獨特的堅硬、耐磨、
耐壓、耐高熱、耐酸、耐鹼等物理和化學性能，
並有相當優異的光、電磁、熱的功能以及生物
相容性[圖4-42]。依據應用的範圍，精密陶瓷
可分成三大類：電子陶瓷、生醫陶瓷及結構陶
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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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材料的特色

• 陶瓷具有在高溫中強度大、傳熱性低、膨
脹性低、耐熱、硬度大、耐磨損的一般特
性，而且比重低，不易受化學藥品的侵蝕。
除了在食器、裝飾的使用上，在科學、工
業技術的發展中亦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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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材料具有以下幾點特性：

• 1.高彈性係數／重量比值。

• 2.高硬度。

• 3.高壓縮強度／重量比值。

• 4.低介電損失係數。

• 5.具寬廣的熱傳導係數。

• 6.具低熱膨脹係數。

• 7.具高溶點。

• 8.具化學穩定性。

• 9.大量存在地表上。

• 10.有些陶瓷具超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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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玻 璃

• 玻璃材料的介紹

• 玻璃是一種非常美麗而具魅力的素材，可
塑性強，又富光鮮亮麗、晶瑩剔透的材質
美感[圖4-47～圖4-49]，但其成形技法及
加工設備繁複，通常的藝術創作者較少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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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是由石英砂、純鹼、石灰石等主要原
料，加上一些輔助性材料經1550～1600℃
高溫熔融、成型，並經急冷而成的固體，
主要成份為SiO2、Na 2O和CaO等。一般為
透明體，有透光及折光作用，若於製造過
程中加入礦物染料，則成為有色玻璃， 加
入混濁劑，則呈現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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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的種類有十數種：

• 1. 平板玻璃

• 2. 浮式明板玻璃

• 3. 浮式色板玻璃

• 4. 磨光玻璃

• 5. 磨砂玻璃

• 6. 強化玻璃

• 7. 反射玻璃

• 8. 漆板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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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彎曲玻璃

• 10. 防風玻璃

• 11. 超白玻璃

• 12. 鏡板玻璃

• 13. 結晶化玻璃

• 14. 低輻射玻璃

• 15. 膠合玻璃

• 16. 複層玻璃

• 17. 熱處理增強玻璃

• 18. 鐵絲網玻璃壓花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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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材料的特色

• 普通玻璃主要構成為非晶態的二氧化矽(S 
iO2)，也就是石英或砂的化學成分。製造
玻璃時一般會加入兩種材料：碳酸鈉
（Sodium Carbonate，Na2CO3，即蘇打粉）
及碳酸鉀（Potash，鉀鹼）。因為碳酸鈉
會使玻璃溶於水中，因此還要加入適量的
氧化鈣CaO，使玻璃不溶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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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通常亦會加入其他成份，例如：水晶
玻璃（Leadglass），是在玻璃內加入「鉛」
或「鋇」，使得玻璃的折射指數增加，產
生耀眼眩目的折射效果；若要改變玻璃的
熱及電的性質，則須加入「硼」， 此外若
要能吸收紅外線，則加入「鐵」， 例如：
放映機內的隔熱玻璃。若加入「鈰」則會
吸收紫外線，製造光學鏡頭的玻璃則是加
入「釷」的氧化物來大幅增加折射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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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玻璃中加入各類金屬氧化物可以改變玻
璃的顏色，例如加入少量的「錳」，可以
變成淡綠色，加入多一點的錳，可以變成
淡紫色，加入「硒」亦有類似的效果。加
入少量的「鈷」可以形成藍色的玻璃，加
入「錫的氧化物」及「砷氧化物」可形成
不透明的白色玻璃，感覺好像是白色的陶
瓷一般。加入「鎳」可以形成藍色、深紫
色、甚至是黑色的玻璃，加入「鈦」則可
以形成棕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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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微量的金（約0.001%），則像是紅寶
石的顏色，感覺非常的鮮明。加入「銅氧
化物」會造成青綠色的玻璃。加入「鈾」
（含量0.1~2%）造成的玻璃是螢火黃或綠
色；「銀化合物」可以形成橙色至黃色的
玻璃，此外若改變玻璃的溫度，也會改變
這些化合物造成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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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材料的應用

• 玻璃具有透明、不透氣、不透水、裝飾性、
耐化學性、耐久性、絕緣等特性，廣泛應
用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例如：調味料罐、
飲料罐、化粧瓶、花瓶等容器；玻璃杯、
盤子、瓶子、食品罐等餐具用品；電燈泡、
日光燈等電器用品；玻璃門、玻璃窗、櫃
子等建築類用品；眼鏡、相機、測量儀器
等光學用品，與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 玻
璃的應用如表4-6、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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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在一般生活的應用上，主要常用在門
窗的採光或採光的隔間，用在家具櫥櫃上
主要是玻璃門、隔板或桌板；同時運用著
色、磨光、刻花等方式，可製作成玻璃首
飾、燭台、水果盤及用於公共藝術等方面
[圖4-50]，來提高裝飾效果；近年來則有
往控制光線、調節熱量、節約能源、控制
噪音、改善環境等方向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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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玻璃的創作表現上， 藝術創作者從自然
現象中， 以簡約手法抽取其富有表現特徵
的要素， 充分運用造形元素、色彩、質感、
形體及結構來傳達創作者內心的情感及心
理的意念，表達出抽象藝術的內涵與精神，
同時藉由玻璃此種特別的質感， 能呈現自
然光影的變化及鮮明的色彩， 讓人們感受
到藝術品多元化的新意象與新感覺[ 圖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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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上在給學生的玻璃材質造形

• 練習中，係藉由實際操作的過程，訓

• 練學生能瞭解玻璃成形的各種技法，

• 並利用玻璃其可塑性強、透明性及豐

• 富色彩感的特殊性質，進行造形的表

• 現[ 圖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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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在應用上的分類有：普通玻

• 璃、強化玻璃、光學玻璃與膠合玻璃

• 等四大類。

• 1. 普通玻璃：通常以食用容器與家用

• 玻璃杯為代表，其特性是易於成型

• 且其造型較多樣化，但容易因碰撞

• 而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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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強化玻璃：通常以建築用的玻璃窗

• 為代表，其特性是能抵抗碰撞所造

• 成的破損，而缺點是較無法耐高

• 溫。例如：餐桌用的強化玻璃，應

• 盡量避免將燒熱過後的湯鍋直接放

• 置於上，以免發生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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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光學玻璃：一般用於眼鏡、數位相

• 機、望遠鏡等產品，具有集中焦點

• 與矯正視差等特性，但容易因外力

• 因素使其表面受損而失去功用，價

• 格上也較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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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膠合玻璃：一般用於汽車之擋風玻

• 璃，具有將玻璃表面分子凝聚，使

• 其不因強力撞擊而導致碎屑飛散造

• 成傷害的特性，其缺點是價格較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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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還有一種耐熱玻璃製品，例

• 如：我們居家廚房或休閒泡茶所使用

• 的玻璃壺，它的特性是能耐高溫、抵

• 抗瞬間溫度變化，缺點是因產品本身

• 的厚度較薄，容易因輕微碰撞發生破

• 裂而導致危險。



4-1立體構成與素材



4-2半立體構成

• 半立體構成是一種介於平面構成與立體構成之
間的造形，主要是以一個平面作為基礎， 然
後把某些部分立體化，此立體化的形體仍固著
於此平面上，又稱為浮雕[圖4-53]。浮雕是半
立體構成中，較常見到的形式，通常浮出於此
一平面上的形體，具有深淺層次，而且因雕塑
深淺程度的不同，又分為深浮雕、淺浮雕、薄
浮雕、透雕和陰形雕等形式。半立體構成的兩
大要素為材料與技法，最常用的材料有紙材與
石膏兩種，而這兩種材料又有不同的加工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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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紙材的半立體造形

• 紙材半立體造形有整體式和組合式兩種，
整體式又可分成：摺法、摺切法、凹凸加
壓法等三種基本技法；組合式則分成：插
套法、拼貼法兩種基本技法，利用半立體
造形的技法，可製作燈飾、日本娃娃造型
藝術及利用積層厚紙板作半立體造形練習
[ 圖4-54～圖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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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 法

• 通常是在平面上畫上摺線，然後沿著摺線
反覆地摺，就能摺出半立體造形，如果摺
的層次多更能呈現出多種的變化，例如：
小時候常摺的紙船、紙飛機等，或是一般
的摺紙藝術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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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切法

• 通常是摺後再切或切後再摺，紙張經過切
割，更容易摺，也更能強化立體的構造與
視覺效果， 例如：立體卡片、立體書…等
[圖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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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加壓法

• 此法係利用紙張本身的彈性與可塑性，在
其底部置放一個模型板，接著在紙張上施
加壓力，就能呈現出與模型一樣的半立體
作品。紙材立體化的方法，除了以上三種
外，如前面章節所述，也可施以彎曲、切
割、揉捏、撕裂、刺破、抓、刮、擰、浸
泡、燃燒、壓碎…等多元加工方式，使得
半立體造形更有多種的變化[圖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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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膏材的半立體造形

• 石膏的半立體造形技法，可分：直接雕刻
法、模型法等兩種基本技法。

直接雕刻法

• 把石膏溶化後注入面型的容器，冷卻後可
得適當大小的面立體，然後在此面立體上
雕刻出所要的造形[圖4-59～圖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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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法

• 利用黏土或油土作出凹或凸的模型，然後
倒入石膏，硬化後就能得到與模型一樣的
凹或凸的半立體造形，如果模型是凹的則
獲得的立體造形將是凸的，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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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點立體構成

• 點是形態要素中最基本的組成單元，在前
面的平面構成章節裡，我們敘述了點的造
形特徵，它具有視覺凝聚的效果也能夠運
用各種造形原理來表現，但是在立體構成
中，純粹點的立體造形並不多見，主要是
點的造形很難單獨存在，太大的點因具有
體積，而形成“體＂，須縮小體積且具有
一定的數量，以及透過其他組件的支撐，
才具有點的立體效果[圖4-61～圖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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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立體構成的材料

• 在製作點立體造形時，我們可利用生活環
境中各種具有點特徵的材料，這些垂手可
得的材料很多，例如：玻璃珠、石頭、保
麗龍球、燈泡、發光二極體等，甚至形態
也不一定是幾何形體，只要體積不大都可
以拿來作為構成的材料，例如：迴紋針、
鈕扣、藥丸等。在支撐材料方面，可利用
細尼龍線、細壓克力棒、細鐵絲等[圖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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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立體構成的特色

• 點立體造形的美感，取決於點材在空間的
位置與排列，點與點之間的距離會造成虛
的空間，視覺上會形成虛線、虛面，同時
因為其排列形式而有不同視覺效果。不管
它以任何大小和形狀出現，只要能呈現出
集中性與凝聚性，就能構成點立體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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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將點的形固定於空間中，必須依賴支撐的棒子、
繩子或其他形體的支撐，而這些支撐的形體必須使其
隱藏或消失，才能真正顯現出點的立體造形。

• 點立體構成的重點在於點材與支撐材兩者之間的結合
關係，它必須考量整個作品的穩固性與安全性，因此
在進行點立體構成時，各個點單元之間的連接方式、
整體造形與底座的固定方式，都是須考量的關鍵點。
點的立體構成也可利用螢光燈的光點、發光二極體或
是小型電燈泡在空間中的配置，來呈現特別的視覺效
果[圖4-66～圖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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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立體構成的應用

• 由於點立體構成具有集中性與凝聚性的特
點，因此被廣泛用於工業設計領域，最常
見的是在生活產品方面，但通常也是半立
體的造形，例如：電鬍刀的防滑墊、手機
介面的按鍵、喇叭或音響的表面、按摩器
介面等方面的設計[圖4-74～圖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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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線立體構成

• 在立體造形中，線能決定形的方向且能將
輕量化的意象表現出來。線可構成形的骨
架成為某種結構體，亦可成為形的外部輪
廓線，具有從外界分離取出形的功能。線
的空間造形使人感覺具有速度感亦可表現
出動感，這些都是線材本身的特性[圖4-78 
～圖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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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線立體構成的材料

• 線立體構成的材料，可分為直線材料與曲線材料，
直線材料如：竹子、吸管、木材、籐、鐵線等，
曲線材料如：木材、麻繩、點滴管、鐵線、銅線
等，不管直線或曲線材都可以拿來作為線立體構
成的材料[圖4-82～圖4-85]。直線材料使人產生
堅硬、嚴謹的感覺，而曲線材料則會使人產生舒
展、優雅的感覺。無論採用哪一種線材構成都需
注意美的秩序，否則易陷入混沌、欠缺美的秩序
而使作品缺乏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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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立體構成的特色

• 線材在空間構成時具有伸展的特色，視覺
重點在長度與方向，在線立體的創作上，
一方面須注意其結構性，另一方面也要注
意藝術性的律動。

• 在進行線立體構成時，整體造形的美感與
底座的固定方式，都是須考量的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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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製作線立體構成時，與點一樣須注意支
撐材的輔助，雖然它不像點立體的支撐件
須強調加以隱藏或使其消失，支撐材的目
的是為了配合線材的弱點同時也能融入整
體，成為立體造形的一部分[圖4-86～圖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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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立體構成的應用

• 線立體構成因為有直線與曲線的應用，被
廣泛用於建築、室內設計與產品設計領域，
最常見的是在建築方面，例如：建築物的
結構體、外觀裝飾、冷氣機出風口面板、
窗簾等方面的設計[圖4-88～圖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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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面立體構成

• 面立體構成在三維的空間有一定的位置，
具有長、寬卻沒有明顯的厚度，它比線材
更具有量感，因此在空間中以任何視覺角
度來看都會有不同的形態[圖4-91]。面材
若依形狀來分，可分為平面面材與曲面面
材兩種，通常平面面材比較多見，但大部
分可藉由加工處理而成為曲面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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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立體構成的材料

• 使用面材作立體構成時，其所選用的材料
會影響整體的造形。面立體構成的材料較
常用的有：紙板、木板、塑膠板、金屬板、
保麗龍板、壓克力板、布、皮革、玻璃、
三夾板等[圖4-92～圖4-93]。其中的金屬
板只要施加壓力或搥打就能改變成曲面形
態，而塑膠板或壓克力板將它加熱後略施
力量，也能變成曲面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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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立體構成的特色

• 面材在空間構成時，可利用單項面的單獨構成，
此種構成法較適合曲面面材；此外也可利用單位
面的堆疊構成，此種構成法較適合平面面材，唯
須注意每個面之間的間隔及排列。另外所用面材
的材料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每種材料的屬性
不同，加上其表面的紋理質感，都會影響整體的
造形。除了材料的選用是重點外，若能注意色彩
的巧妙運用，一定能增加作品的設計美感[圖4-94
～圖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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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立體構成的應用

• 隨著材料技術的開發與進步，面材已變成
目前很重要的造形素材，例如：大尺寸的
平板玻璃、壓克力板、種類豐富的紙材與
布料、夾板、鋁鎂合金板等等，廣泛地被
應用在建築設計、室內設計、包裝設計、
產品設計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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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築設計方面，例如：高樓大廈的玻璃
帷幕，在室內設計方面有辦公室的隔板及
房間的拉門；在平面或包裝設計方面，則
有各式各樣的包裝盒或盛物的容器等；而
在產品設計方面則更加豐富，例如：各種
音響或電器的操作介面、液晶電視、桌椅、
櫥櫃等等，不勝枚舉[圖4-97～圖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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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塊立體構成的材料

• 塊是面形式的延伸，塊立體的特色在於有
厚度，由於它具有長度、寬度、厚度，因
此它是一種三維空間的造形。塊立體是形
態構成相當重要的元素，也是產品設計最
終設計結果的呈現，此種設計結果包括電
腦3D設計圖與產品功能模型的製作[圖4-
102～圖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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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立體構成的材料較多元化，但須注意材
料基本構成單元的屬性所呈現出的外形是
傾向於塊狀的。如果基本單元的長、寬、
高三個維度，其中一個尺寸太大或太小則
易形成線立體或面立體；若是基本單元的
體積太小且數量多也易形成點立體，這一
點是須注意的。陶土、黏土、石頭、木材
是適合塊立體構成的材料[圖4-105～圖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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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塊立體構成的特色

• 塊立體的構成有以下幾點特色：

• 1.塊立體可由點、線、面的立體單位形，
來構成整個立體形態[圖4-107]。

• 2.塊立體可由材料、色彩、質感來凸顯其
特色[圖4-108]。

• 3.塊立體是最具有質感與量感的一種形態
[圖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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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塊立體有實體、虛體及實與虛的混合體
三種型式，例如：亨利‧摩爾（Henry 
Spencer Moore,1898～1986）的雕塑作品
就有實與虛的混合體特色[圖4-110]。

• 5.塊立體因為有多個面，加上光影的投射，
更有其視覺效果，例如：置於戶外的大型
雕塑品受到光線的照射，產生明亮與黑暗
的面[圖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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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塊立體構成的應用

• 塊立體的應用由以下三種形式構成：

• 實體構成

• 實體是一種所謂「塊」形狀的現象，此種「塊」
形具有實體的量感，也最具有穩重、堅實的特色。
塊形一般被視為完全封閉的形體，如：石頭； 它
也可能是中空的，如：房間、包裝盒、玻璃瓶等。
實體的造形構成是一種體積的概念，它可以延伸
並發展至空間的概念，小如一個橡皮擦，大至台
北101大樓的建築，所以我們在進行立體造形時一
定先要有體積與空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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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體構成

• 虛體構成是指由點、線、面等立體組成單
元，作集合或連續排列而構成的一種虛體
狀的立體外形。此外利用透明材料或鏡面
材料也能造成虛體的感覺，例如：使用玻
璃或壓克力作造形，會使作品呈現虛無的
空間感；或者利用色彩的明度與彩度的變
化，也會有種虛無的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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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築設計上，利用鋼筋搭配玻璃幃牆，
白天時具有光線反射效果，是一種變化且
有趣味的虛體造形。在室內設計上，圍牆、
柱體、天花板、地板構成了室內空間，因
此空間是與實體形態相對的虛形，雖然它
無法以手觸摸或掌握，卻是在視覺上可確
認的形，假如再配合光源、壁紙圖案及色
彩，則具有極佳的視覺感受，也可視為是
一種虛體構成[圖4-112～圖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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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與虛的綜合體構成

• 如前面所述，實體是一種所謂「塊」的形
狀，如果此種塊體某些部分具有中空的特
性，它就具有實與虛的綜合體，例如： 太
湖石就具有「皺、漏、瘦、透」之美[圖4-
114] ，此外雕刻家亨利摩爾的雕刻作品，
就是一種實與虛的綜合造形[圖4-115～圖
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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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設計與產品設計領域，尤其產品設計著
重於整體造形的美感，它也是吸引消費者
願不願意購買該產品的一項重要因素，也
是塊立體最典型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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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立體與靜態立體是相對的，它有運動
的意涵因此具有時間的因素，與靜態立體
不同的是它是四維的空間，也就是四次元
的造形表現。動態立體構成除了強調造形
美感外更強調機能的要素，其各個組件或
部分組件皆要能動，才能達到動態的效果，
此種動態效果能在空間刻劃出富有變化之
律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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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爾達（Alexander Calder,1898～1976）
利用平衡原理創作出的活動雕刻作品，是
動態立體構成最典型的例子，該作品的各
個組件藉由細線連結懸吊於空間，並保持
動態平衡的狀態，當有微弱之氣流時會產
生擺動，呈現一種律動的美感[圖4-117]。
此外利用人造的機構與自然界的狀態變化，
也能產生動態立體造形。動態立體構成可
分成：人造力的動態造形與自然力的動態
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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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造力的動態造形

• 所謂人造力就是利用人為製作出一些機構
組件，利用這些機構組件的連結與傳動來
創作出動態造形。這些機構組件包括：齒
輪、連桿、滑輪、皮帶、鍊條、凸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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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造力的動力來源大都以引擎、馬達及電
池組為主，另外還有蒸汽渦輪機等，其中
的馬達及電池組，較常作為小型動態造形
的作業練習，其餘則為工業類較大型的動
力來源。同學們在進行動態造形的作業練
習時，可利用玩具內部的小型機構組件，
再加上馬達及電池組就能產生動態的作品
[圖4-118～圖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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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馬達為主的人造力動態造形可分為四大
類：

• 旋轉運動的錯視

• 利用靜止的平面圖形或是立體形態上，具
有歪斜、扭曲、倒置的特徵，當產生旋轉
運動時的一種錯視現象，是相當具有趣味
的造形表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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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機械的造形

• 主要是由具有視覺的外形部分與具有機能
的內部機構所組成，由於機構部分隱藏的
較不起眼，但卻是提供動力的來源。活用
機械的造形包含了外觀的美學與機構的功
能，這是產品設計的主要意涵[圖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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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則的變形

• 當每個造形組件處於動的狀態時，是具有
規則性且不互相干擾，不管是移動或是旋
轉都能產生不同的趣味造形，當形態變化
展開時，有計畫性與規則性的動作，有時
會比不規則性的動作來得有魅力[圖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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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規則的運動

• 主要是有別於前面第2、3項的運動造形，
此種非機械運動的造形會產生一種不確定
傳動的作品，同時刻意避開過份規則與正
確的動作，意圖表現新奇與搞怪的造形[圖
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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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力的動態造形

• 所謂自然力就是利用自然界變化的狀態，
而創作的一種動態造形。自然力的動態造
形包括以下幾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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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力活動造形

• 在古代農作時期，農民製作的水車，就是一種水
力活動造形，而中國的江南庭園最擅長以水造景，
尤其配合假山與石頭作出種種水動造形。中國書
聖王羲之在他所寫的〈蘭亭序〉中提及：「… 此
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 映帶
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就是一種庭園的水
流之美。在近代，親水公園中所設計的水簾與人
造瀑布，還有城市中的噴水池，都是一種空間藝
術的呈現，也提供了人們生活作息與自然環境互
相交流的一個場所[圖4-123～圖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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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力活動造形

• 風是空氣流動的狀態，在古代的人類早已
利用此種自然動力做出很多造形，例如：
風箏、風鈴、風車等。這些產品也提供生
活方面的機能，例如風箏在古代具有軍事
上的功能，風車在現代則被利用來發電，
是一種最具環保的能源裝置[圖4-125～圖
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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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活動造形

• 是利用重力來產生一種動態平衡的造形，
例如有一種作為商業展示的產品，它是不
銹鋼的材質，利用天平原理，靠著中間的
支撐點使兩端具有荷重的鐵球產生動態平
衡；遊樂區裡的海盜船及蹺蹺板是動態立
體構成的例子[圖4-127～圖4-128]。



4-7動立體構成

• 熱力活動造形

• 利用熱空氣上升的特性來施放天燈，或是
利用由下往上吹的熱風，支持在空中飄浮
的氣球，顯示出人與自然界的和諧關係。
另外利用燈泡或蠟燭燃燒產生的熱氣，如
跑馬燈的原理可帶動裝飾品作旋轉，也是
很有趣的作品[圖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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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力活動造形

• 拜近代科學發達與技術進步所賜，人類利
用水的浮力製作風浪板、船隻與遊艇在水
面上活動，也能在水中活動，例如：潛水
器材、潛水艇等，都是一種浮力活動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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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張力活動造形

• 自然界表面張力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
盛滿水的杯子、清晨樹葉上的水珠等，我
們在進行此種造形訓練時，可借用此種自
然界的力學概念，充分利用材質本身的特
性，使其加以伸展產生表面張力，也會呈
現力的造形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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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力活動造形

• 地球的南北極具有強大的磁性，早期人類
就已發明了指南針，開創了人類航海冒險
的新紀元，近代人們利用此種自然現象，
應用磁鐵同性相斥、異性相吸的特性，製
作了很多工業產品；利用磁粉的磁吸效應，
也能產生一些有趣的圖案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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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能活動造形

• 自從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以來，世界各國
警覺到石化能源的有限性，因而積極開發太陽能
源應用科技，希望充分利用太陽能源以減低對石
化能源的依賴性。

• 然而目前以太陽能源作為化解石油危機的功能並
未真正發揮，反而因石化能源隨人類文明增進而
過度開發，導致全球氣候的異常暖化。種種全球
氣候環境的異常變遷，再度引起大家對於太陽能
之綠色能源技術之開發利用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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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所利用的能源，大多來自太陽所發散出的
能量，如果能將照射在地球表面上的陽光全部
收集起來，則收集四十分鐘所得的太陽能，
相當於全世界一年間所消耗的能源。

• 目前用途最普遍的是太陽能發電，並已經應用
在生活產品上，例如：電動車、熱水器、手錶、
計算機等。利用自然界的動力來源，來進行造
形練習時，也能作出一些有趣的作品[圖4-130
～圖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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