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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社會演變中服裝與工業產品之關聯性整合 

 

6-1 五○年代社會現象對於服裝與工業產品的影響 

在社會復甦的年代裡，人們為了重建家園而努力，相對之下民生物資的需求

量提高，市場上為了應因這股需求，便透過標準化設計來加速產品的生產，而這

樣的現象對於當時流行服裝與工業產品皆產生影響；下列將五○年代社會現象、

服裝與工業設計之重點整合成表格如下表 6.1： 

【表 6.1】五○年代社會現象、服裝與工業設計之重點 

社 會 現 象 服 裝 流 行 重 點 工 業 設 計 的 重 點 

1. 家庭的重建 

2. 廣告的行銷方式 

3. 青少年的消費力 

1. 優雅的設計 

2. 簡約之形式 

3. 具功能性的膝下短裙 

1. 以功能性為主的設計 

2. 標準化設計 

3. 簡潔大方的設計 

 

本階段將服裝與工業產品，透過相同社會現象演變而來的設計重點做整合，

並依照內容，做統一性的命名，以確立社會現象衍生出來的流行風格： 

 

 功能造型風格 

在物質需求的年代裡，重建中的家庭需要添購家用設備，因此實用性的產品

較受到重視，在設計上便產生以強化功能為主的產品，目的為了符合人們追求生

活簡便，進而也影響服裝與工業產品的發展；服裝上為了擺脫全身包裹著上衣與

蓬鬆外裙下的束縛，因此設計出短裙，以增加女性的活動性與自由度；工業產品

上則強調實用性，並以功能需求為主要的設計主軸，在形隨機能理念下應運而生

的產品，大都呈現出功能造型的風格【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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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功能造型風格。服裝與工業產品上的實用功能風格 

 

 簡潔造型風格 

民生需求的提高，讓工廠加快了生產速度，在大量生產的刺激下，使得設計 

必須符合機械化的量產方式，因而產生設計形態上的變化。服裝上推出簡潔線條

的連身裙，目的在製作服裝時能更加快速，設計上著重簡約形式的整體表現，最

具代表性的連身設計讓女性穿著時不受束縛；工業產品上，受大量生產的影響

下，為了符合機械生產，推行標準化的設計，讓產品不會有繁瑣的裝飾與生產過

程，一切以簡潔造型、方便生產為主【圖 6.2】。 

 

【圖 6.2】簡潔造型風格。服裝與工業產品均表現出簡潔不加裝飾的造型 

 

6-1-1 五○年代-流行服裝與工業產品之關聯性整合 

本階段將針對五○年代流行服裝與工業產品的特徵做整合，並依照「形態」、

「色彩」、「質感」三方面來看服裝對於工業產品的關聯性，透過表格的整理尋找

出異同處，做逐一的說明【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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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五○年代流行服裝與工業產品特徵表 

五○年代 流行服裝特徵 工業產品特徵 

形態 

1.典雅優美的線條，不會刻意在

服裝上增添不必要的裝飾。 

2.擺脫以往長裙的特質，強調女

性穿著上的實用性與活動性。

3.強調細腰的設計展現出女性的

曲線美。 

4.整體連身的設計展現出線條美

  及簡約的風格。 

1. 標準化設計為原則加上實用功

能性的理念下，引導出簡潔的外

觀造型。 

2. 形隨機能的功能造型。 

3. 簡單優美的線條，塑造產品的整

體性。 

色彩 

1.大多採用自然色，如咖啡色、

墨綠色、土黃色和水藍色等。

2.以單色為主，鮮少配色營造整

體的感覺。 

3.色相偏向單一色相，以中彩

度、中明度自然色為主，如米

色、咖啡色等。 

4.整體顏色表現較暗沉，呈現出

  端莊、典雅。 

1. 多以自然色系為主要的配色，如

米色、咖啡色、墨綠色等。 

2. 色彩的色相上變化度較少，以單

純大方的顏色為主，例如灰色、

白色、米色等等材料的原色。 

3. 多以大面積的配色來表現產品

的特徵。 

質感 1.以自然材質，棉、麻、毛為主。

1. 家具的應用多以自然材質搭配

其他已加工的材料來應用，如木

頭與金屬、木頭與玻璃等。 

2. 家電用品則以新興的塑膠材

質，並符合快速生產之原則，並

表現出流行與時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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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態 

1. 優雅線條的設計 

服裝上優雅美觀的線條設計，目的是為了凸顯女性身材上的美感，因此線條

的變化以強調腰部的柔性曲線為主，塑造出女性曲線美。同樣的，本年代工業產

品的造型也應用了優雅線條的設計，從家具上、生活用品到家電上都可以明顯察

覺，而這也和服裝柔性曲線的線條相呼應，也讓本年代的產品呈現出別具典雅氣

息的設計風格【圖 6.3】。 

 

【圖 6.3】優雅美觀的線條設計。服裝腰部的柔性曲線與工業產品的優雅線條有異曲同工之處 

 

2. 簡潔無裝飾的設計 

在物質需求的年代裡，為了快速因應民生物資的需求，因此服裝表現上並不

會加以裝飾，純粹運用簡單樸實的設計為主，讓服裝呈現出簡潔的美感；而工業

產品上也表現出俐落簡潔的造型風格，亦不會有刻意的裝飾。在這個以功能為主

的年代下，兩者均以快速生產為目標，「單純」、「簡潔」的設計均成為服裝與工

業產品上發展的設計重點【圖 6.4】。 

 

【圖 6.4】簡潔無裝飾設計。表現在服裝與工業產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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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 

1. 以自然色系為主 

    受戰火波及的國家得以恢復和平的生活，社會也重新起步。此時，人民的經

濟狀況還不穩定，生活較為簡約，人民淳樸。反映在服裝色彩上則以自然色系為

主，如咖啡色、墨綠色、土黃色等；工業產品上也使用自然色系來配色，並應用

材料本身的原色，如家具設計保留了自然的原木色，家電上的塑膠材料應用則以

原料本身的顏色為主，如白色、米色等；服裝與工業產品不約而同的使用自然色

系或自然的原色，讓五○年代產品在色彩上呈現出自然淳樸的味道【圖 6.5】。 

 

【圖 6.5】以自然色系為主。應用在服裝與工業產品上 

2. 單純化的配色 

為了達到快速生產的原則，服裝配色較為單純，以本身布料原色作為整體服

裝的配色，以單色為基準；工業產品上則以材料的原色為主，在配色上呈現出單

純化的色彩，而兩者在色相上的變化度都較小，以中彩度、中明度為主如米色、

咖啡色等。服裝與工業產品整體的單純化、統一性配色，不會有多餘的色彩表現，

也呈現出簡單大方的設計風格【圖 6.6】。 

 

【圖 6.6】單純化的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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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感 

在質感的表現上，服裝與工業產品都應用到自然材質，不同之處在於服裝應

用部分是在棉、麻、毛料上，工業產品則是集中在家具與家電上的電視機外殼，

多採用木頭作為主要材質，其他產品的材質使用則以塑膠為主，經整理後可了解

服裝對於工業產品在材質部分沒有明顯的相關性存在。 

 

6-1-2 小結 

經上述整合後，可了解五○年代的服裝對於工業產品上有其相關聯性的地

方，在形態上表現出的優雅、簡潔，色彩上自然色系的應用、單純的配色等都顯

示出關聯性，原因除了社會現象影響外，流行服裝所形成的特徵在工業產品上也

得到了相同的印證，因此可得知五○年代的服裝對於工業產品有一定的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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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六○~七○年代社會現象對於服裝與工業產品的影響 

歷經社會重建後，人們的生活逐漸好轉，經由五○年代龐大嬰兒潮所出生的

小孩，到本年代已經是具有抱負與理想的大學生。此時社會的發展面臨重大的考

驗，包括了越南戰爭、石油危機、人權自由等事件都在本年代發生，也因此啟迪

了當時年輕人對於社會的想法，以透過街頭運動來表達心中的訴求。此時設計界

面臨到種種社會亂象時，便產生許多諷刺與反傳統的設計，來抨擊與表達對社會

的現狀與感受。下列整合出六○~七○年代社會現象衍生的設計重點如下表 6.3： 

 

【表 6.3】六○~七○年代社會現象、服裝與工業設計之重點 

社 會 現 象 服 裝 流 行 重 點 工 業 設 計 的 重 點 

4. 領袖的魅力 

5. 石油危機與經濟的
衰退 

6. 街頭運動的興盛 
7. 女性的平等 
8. 登月成功 

1. 反傳統服裝的流行 

2. 活潑可愛的年輕潮流 

3. 強烈的色彩表現 

4. 材質的應用大膽 
5. 裝飾品的流行 

1. 反傳統設計 
2. 鮮明色彩與自由曲線造型
3. 塑膠的興盛 
4. 重視弱勢族群 
5. 重視品牌 

 

本階段將服裝與工業產品，透過相同社會現象演變而來的設計重點做整合，

並依照內容做統一性的命名，以確立社會現象衍生出來的流行風格： 

 

 活潑色彩風格 

由於六○~七○年代社會現象並不穩定，於是人們開始反對傳統約束，導致

各種街頭運動興起，而設計在當時也產生了變革，開始追求風格創新。此時正逢

普普藝術大膽創新的理念迅速被社會所接受，進而影響到服裝與工業產品上，前

者透過鮮明的藝術風格將事物反映在設計上，並應用強烈的色彩來突顯服裝的效

果，並展現年輕活力的氣息；後者同樣也透過鮮明的色彩，如：黃、朱紅、檸檬

黃等「暖色系」作為主要應用，並融入自由曲線造形來表達活潑感。兩者均應用

了色彩的對比與排列，來產生視覺上的刺激與律動的效果。此外，除了普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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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設計外，本年代街頭文化的「嘻皮風」、「龐克風」等，也影響了產品上的變

化，如嘻皮族群喜歡以渲染成五顏六色的衣服來表現自我，就是最佳的寫照；在

這個求新求變的年代裡，透過強烈顏色的表現，恰好成為年輕人用來展現自己的

慣性手法【圖 6.7】。 

  

【圖 6.7】活潑色彩風格 

 反傳統風格 

在社會動盪不安下，服裝與工業設計均產生了變革，捨棄掉傳統的設計思

維，以創新、顛覆傳統的概念打入市場，目的是為了透過反傳統的風格造型來表

現對社會現象的不滿與提醒人們應當反省現況的設計，因此設計的表現上均展現

出不同於以往的另類風格，服裝上透過街頭文化衍生的流行風格如嘻皮風、龐克

風與迪斯可文化等，讓服裝表現出顛覆傳統的味道，而產生的喇叭褲、金屬裝飾

的皮夾克、迷你裙與小可愛等均是當時服裝上反傳統的代表；在工業產品上捨棄

了功能主義產生的規律線條，以誇張、創新的概念來展現產品，如椅子不以傳統

造型來表現，而是用棒球手套來詮釋，這種大膽的概念在本年代產品上時常可以

看見，而五○年代單純簡潔的設計也被豐富多變的設計所取代，而這些反傳統風

格的產品，也讓設計產生了全新的風貌【圖 6.8】。  

  

【圖 6.8】反傳統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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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徵性風格 

六○~七○年代的社會現象對於設計有極重要的影響，除了產生反傳統設計

的風格外，此時，後現代主義的新思維開始影響到設計中，也強調了產品上象徵

功能的重要性，在服裝上會透過各種的配件來展現自己，如龐克風的黑色皮衣、

馬靴、搭配重金屬飾品（如別針、金屬項鍊、肩章、腕帶⋯），頭上頂著五顏六

色的頭巾，以及帶有傳達訊息圖案的服裝等，象徵出當時年輕叛逆的氣息，而迪

斯可文化中女性吹著高角度小鬈鬈頭與搭配塑膠戒指、大耳環與彩色髮夾等飾

品，表現出女性活潑俏皮的一面；在工業產品上，產品型態與功能均透過設計產

生出象徵和聯想的作用，例如 1968 年設計的懶骨頭坐袋，其背後隱喻著人的慵

懶與自由不受拘束的設計，而這些具有意義的象徵性風格，也成為六○~七○年

代年代的特色之一【圖 6.9】。 

 

 

【圖 6.9】象徵性風格 

 

 材質表現風格 

六○~七○年代科技的發展有了突破，除了美國成功登陸月球外，此時民間

工業的技術也在持續進步中，其中材料的發明有了重大的突破，並影響著產品的

發展，在服裝上，反傳統的設計思維，讓設計師不斷地創新，也產生出新材質應

用下的設計，如應用塑膠、鋁、金屬片等以前服裝從未使用過的素材，表現出服

裝的前衛感，而透過材料的質感來表現服裝，也是本年代顛覆傳統的新思維；在

工業產品上，則大量使用了塑膠，其可塑性高的特性，也讓設計師可充分發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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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創意，設計出更多變的風格造型。而透過材質展現出來的風格，也塑造出六

○~七○年代產品獨特的味道【圖 6.10】。 

 

  

【圖 6.10】材質表現風格 

 

6-2-1六○~七○年代-流行服裝與工業產品之關聯性整合 

本階段將針對六○~七○年代流行服裝與工業產品的特徵做整合，並依照形

態、色彩、質感三方面來看服裝對於工業產品間的關聯性，經由表格整理找出異

同處【表 6.4】，逐一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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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六○~七○年代流行服裝與工業產品特徵表 

六○~七○

年代 
流行服裝特徵 工業產品特徵 

形態 

1.服裝上錯縱複雜的線條變化，

  表現出反傳統的氣息。 

2.服裝喜好用圖紋來表現，尤以

  植物的圖紋如花、草、藤。 

3.服飾上線條變化除圖騰紋飾 

  外，直、橫、斜線也是常用的

  設計元素。 

4.服裝上增加許多裝飾，如荷葉

  邊、蕾絲邊增加服裝的美感。

5.透過簡單的布料製作搭配圖紋

  與流蘇來呈現。 

1.不規則的曲線應用，突破傳統的

  大膽設計。 

2.多以圓潤大方的表現來呈現設

  計的活潑感。 

3.普普藝術的融入，表現出注重歡

  樂的感覺而非傳統嚴謹的造型。

4.具有隱喻的設計。造型上讓使用

  者產生視覺上的暗示。 

5.人機介面的設計，注重使用者的

  使用方式。 

6.強烈的個人主義風格，展現出設

  計師的特質。 

色彩 

1.高彩度、中明度為基礎顏色，

  如紅、黃、藍等。 

2.豐富又多元的色彩變化，在規

則與不規則的色塊或線條變化

中，產生出視覺效果。 

3.服裝色彩喜好用渲染方式製作

而成的混合性顏色。 

4.應用高對比性的顏色來表現色

彩的效果。 

1.年輕活潑配色融入了造型形成

  獨特的風格。大多以高彩度、中

  明度來作為產品的基礎顏色，如

  紅、紫、黃等。 

2.應用高對比度的顏色來表現產

品的視覺效果。 

3.整體配色面積喜好用相同色系

為主。 

4.人機介面上會使用色彩來區分

不同的屬性功能。 

質感 

1. 多以自然材質為主，多運用

棉、毛、絹、皮革等材料來創

作。 

2. 融入創新材質的應用，塑膠、

尼龍、金屬與玻璃等等。 

1. 在塑膠的年代裡，家具家電等

民生用品上都應用塑膠來表現

產品的質感。 

2. 塑膠與其他材質的結合，如塑

膠與布，塑膠與金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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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態 

豐富線條的設計 

服裝上線條變化更加的豐富與多變，且融入了圖騰紋飾來增加服裝上的美

感，這般豐富線條的設計，讓本年代的服裝呈現出年輕青春活力的象徵；工業產

品上雖然不是在表面上強調豐富的線條，但在外觀輪廓上，則善用「不規則曲線」

來設計，其產品上豐富多變的造型和五○年代規則線條的產品有很大差別。因

此，本年代服裝與工業產品在形態上雖無通同性，但本質上皆運用了豐富的線條

變化來達到設計效果【圖 6.11】。 

 

【圖 6.11】豐富線條的設計 

 色彩 

1. 高彩度、中明度 

在這個大膽創新的年代裡，產品透過顏色的表現來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在服

裝上隨處可見以鮮豔亮麗的顏色來配色，如紅、黃、藍等；在工業產品上，也透

過「高彩度、中明度」作為產品的基礎色，與服裝上的色彩相呼應，如此的表現

色彩方式，也是本年代年輕活潑的象徵【圖 6.12】。 

 

 

【圖 6.12】高彩度、中明度的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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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比性高 

在服裝上喜好運用圖紋設計來表現；色彩使用上則是透過「對比性高」的顏

色來區分圖紋主題與服裝，如紅色主題的花紋配上黑色底的服裝；在工業產品上

則是透過「對比」的表現，來區分使用介面，如遙控器本體為白色，其按鍵設計

則使用黑色作區隔，也因運用對比顏色做設計，讓工業產品容易辨識，也更突顯

服裝的主題性【圖 6.13】。 

 

 

【圖 6.13】對比性高的配色，產生醒目的效果 

 質感 

材料結合與應用 

透過新材料的開發，加上六○~七○年代設計師的創意，讓材料應用更加多

元化。服裝上突破傳統，使用塑膠、尼龍、金屬片來做設計；工業產品上則大量

使用塑膠，並與其他材質結合，如塑膠與布、塑膠與金屬等。而服裝與工業產品

不約而同使用新材料來設計，是反傳統年代下勇於追求創新的一個過程，也透過

這些創意與巧思讓六○~七○年代的產品更佳豐富加多元【圖 6.14】。 

 

【圖 6.14】材質應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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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小結 

經過分析可了解六○~七○年代服裝與工業產品上之相關聯性，在於在形態

上以豐富的線條變化，另外服裝上的裝飾或圖紋表現並未在工業產品上顯露出

來；色彩上則具有高程度之相同，應用高彩度、中明度的配色與對比性，此外質

感部分兩者都勇於嘗試創新的應用，也說明了兩者吻合的地方。得知本年代服裝

與工業產品間有相關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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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八○年代社會現象對於服裝與工業產品的影響 

本年代的社會已趨於好轉，人民生活的條件越來越好，在物質豐富的年代

裡，人們充分享受經濟成長與科技進步所帶來的富裕和便利，但無形中卻也慢慢

的破壞地球的環境。在產品不斷被開發出來的同時，資源應用也相對提高，不但

加速了廢氣污水的排放，更導致環境污染的問題，並危及到人類的生活品質，也

迫使了人們開始檢視問題的重要性。此時的設計必須承擔起責任，有別於六○~

七○年代時，為了表現獨特性，在產品上會有複雜的外觀，造成浪費材料的情況，

到了本年代開始重新思考，以沉穩內斂的設計來取代，除了讓材料的使用量降

低，也出現了以環境保育為主的綠色設計，讓人們開始慢慢彌補對地球所造成的

傷害。下列整合出八○年代社會現象衍生的設計重點如下表 6.5： 

【表 6.5】八○年代社會現象、服裝與工業設計之重點 

社 會 現 象 服 裝 流 行 重 點 工 業 設 計 的 重 點 

9. 物質過剩的現象 
10.世界能源的危機 

11.生態保育的重視 

12.科技進步的影響 

13.活在恐懼的生活中 

1. 復古風潮 
2. 民族風的盛行 

3. 組合式的拼貼設計 
4. 女性服裝中性化 
5. 簡潔的線條 
6. 運動風的興起 
7. 黑色盛行 

8. 環保與和平意識的設計

1. 微電子產品的設計 
2. 小型化、精緻化的設計 

3. 產品語意 
4. 簡潔設計 
5. 感性的設計 
6. 綠色設計 

本階段將服裝與工業產品，透過相同社會現象演變而來的設計重點做整合，

並依照內容，做統一性的命名，以確立社會現象衍生出來的流行風格： 

 環保意識風格 

人類為了滿足自身的需求，大量開採資源製造所需產品，當時人們身處安逸

的生活，對物質的慾望也就相對提高。若時常更換家中的設備，便造成不致汰換

的物品被丟棄，而這樣一點一滴的剝削與浪費地球資源，造成空氣污染、垃圾污

染、能源危機等問題層出不窮。此時的設計面臨環境考驗，因此演變出宣揚環保

意識的想法。服裝上，設計師透過巧思將環保意識的主題表現在服裝身上，目的

是為了達到宣傳效果，另外，服裝設計師也倡導不用動物皮革製作服裝，為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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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貢獻一份心力；此時社會現象的問題，除了使設計產生環保意識，也讓人們

想望著逝去的淳美生活，進而在服裝上形成一股復古風，讓人藉由服裝來重溫舊

時代的雋永風韻；在工業產品上則產生出綠色設計的概念，並提出減量、再使用、

回收再利用的守則，讓產品製作時就能夠符合環保需求，延長產品的生命週期。

環境保育在大家共同宣導與實踐下，均已成為各國政府的政策之一，具有環保意

識的產品也慢慢被設計出來，一切的努力都是為了地球更美好的未來【圖 6.15】。 

     

【圖 6.15】環保意識風格 

 簡潔造型風格 

不同於五○年代功能主義下，為了加速生產衍生的簡潔造形設計，本年代則

是為了節約能源而產生。延續七○年代後期石油危機所造成的傷害，此時，中東

原油價格居高不下之外，人類過度的浪費資源，也造成能源缺乏的情形。此時人

們倡導節約能源的想法；服裝上透過節省材料的方式與最精簡的剪裁來設計，而

透過簡潔的線條設計，強調女性曲線美，也營造出輕柔的舒適感；在工業產品上

也呈現簡潔的設計感，目的在省去不必要的裝飾達到節省能源與材料的應用，而

透過簡單的結構與最洗鍊的造型，表現出八○年代明確、清晰、冷靜的簡潔造型

風格【圖 6.16】。 

   

【圖 6.16】簡潔造形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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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八○年代-流行服裝與工業產品之關聯性整合 

本階段將針對八○年代流行服裝與工業產品的特徵做整合，並依照形態、色

彩、質感三方面來看服裝與工業產品間的關聯性，透過表格的整理尋找出異同

處，做逐一的說明，如下表 6.6： 

【表 6.6】八○年代流行服裝與工業產品特徵表 

八○年代 流行服裝特徵 工業產品特徵 

形態 

1. 整體造型簡潔、素雅，筆直的
線條，不會有太多的裝飾。 

2. 服裝墊肩的設計，讓女性的肩

膀更有力量，呈現陽剛味。 

3. 服裝裝飾上較趨於保守內斂，
以小碎花裝飾取代以往誇大的

視覺效果。 

4. 服飾上線條變化除小碎花外，
直、橫、斜線也是常用的設計

元素。 

5. 民俗風濃厚的設計，運用民俗
圖紋來表現，如非洲風則應用

圖騰、動物皮紋與大地色彩來

設計。 

1. 簡潔俐落的外觀造型。 

2. 富有語意的設計，考慮情感與
邏輯使用上的需求。 

3. 規則的線條呈現（直、橫線），
也讓產品邊緣呈現尖銳的造

形。 

4. 富有寓意的造型，如建築物的
外觀被應用在產品設計上。 

5. 模組化的設計，延長產品的壽
命。 

6. 微電子產品呈現輕薄短小的風
格。 

色彩 

1. 大多以低彩度、低明度為基礎

顏色，如黑、灰、棕、墨綠等

等。 

2. 延續六、七○年代中，在規則

與不規則的色塊或線條變化中

產生效果，其不同之處在於使

用中低明度色彩（咖啡、黑、

灰）來替代高彩度色彩。 

3. 服裝色彩喜好用渲染的方式製
作而成的混合性顏色。 

4. 使用差異不大的類似色相來配

色，如黑與灰、淺棕與深棕等。

1. 多以灰階色系表現在產品之
中，尤以微電子產品為主。 

2. 色彩表現較統一，以單純方式
配色，如黑、灰。 

3. 多以大面積的配色來表現產品

的特徵。 

4. 捨棄以往視覺的配色，重視人
的感官，採用成熟穩重或柔性

的色彩來表現。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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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代 流行服裝特徵 工業產品特徵 

質感 

1. 多以自然材質為主，多運用
棉、毛、絲、皮革等材料來創

作。 

1. 受電子產品的影響，產品呈現
出精緻化的設計。 

2. 利用可回收的材料製作產品，

達到環保的訴求。 

3. 家具家電等民生用品上都應用

塑膠來表現產品的質感。 

4. 金屬或仿金屬的材料應用，表

現高科技感的樣貌。 

 

 形態 

簡潔素雅的設計 

八○年代服裝回歸到簡潔素雅的風格，免去多餘的裝飾，目的為了節省材

料，擺脫了六~七○年代豐富線條下產生的複雜感，讓服裝呈現出一股清新亮麗

的風采；工業產品上也為了應因節省材料的需求下，以最精簡的設計手法，將材

料的應用與成本，控制在最小的範圍之內，因此設計的表現上均呈現出簡潔素雅

的味道。此時，服裝與工業產品兩者為了應因社會現象，均產生出「簡潔素雅」

的設計，也成為八○年代產品的主要風格【圖 6.17】。 

 

【圖 6.17】簡潔素雅的設計 

 色彩 

低彩度、低明度 

六○~七○年代複雜的外觀，造成材料的浪費。經過設計師的醒思之後，八

○年代產品以沉穩內斂的設計來表現，除了透過造型上簡潔素雅的風格外，其次

就是應用「低彩度、低明度」的色彩的表現產品上的沉穩內斂，服裝色彩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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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以黑、灰、棕、墨綠等等較沉鬱的色調為主，這種素雅的服裝也表現出個人

穩重感；在工業產品上捨棄以前鮮豔的配色，重視人的感官，採用成熟、穩重的

色彩來表現，因此產品表現上大多以黑、灰色系來做配色，尤其以微電子產品或

家電類產品為主。而透過低彩度、低明度的色彩來表現，則是本年代產品沉穩內

斂的最佳寫照【圖 6.18】。 

 

【圖 6.18】低彩度、低明度 

 質感 

八○年代質感應用上，受到節省材料的限制下，以不能在像六~七○年代如

此灑脫的應用材料，服裝上原本突破傳統的設計理念，在本年代則不適用，服裝

此時仍是以棉、麻、毛料為主，而工業產品為了符合市場的需求，塑膠還是此時

最常使用的材料，而綠色設計的影響下，開始使用可回收的材質，目的是符合環

保的需求，透過上述整合後可了解，服裝對於工業產品在材質的部分並沒有直接

性的影響。 

 

6-3-2 小結 

經過上述的整合，得知八○年代環境保育與節省能源的提倡下，對於服裝與

工業產品上的影響，形態均呈現「簡潔素雅」的設計與色彩上採用「低彩度、低

明度」的色系如黑、灰、棕等來表現，讓本年代的產品呈現出一個內斂的氣息，

在質感部分兩者並沒有明顯的交互應用，經本年代服裝與工業產品在形態與色彩

表現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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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本章小結 

本章節針對社會演變下衍生的流行風格與服裝對於工業產品的關聯性作探

討，可發現社會演變對於流行風格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並時常受當時環境的需

求，而產生出相對應的設計風格。在研究中可發現五○年代的社會現象是處於一

個剛復甦的年代，人民對於產品的需求多以功能實用為主，因此在服裝與工業產

品的設計均呈現出「功能造型」的風格，受此影響而衍生簡潔造型的設計感，目

的是為了符合「快速生產」的需求，因此設計上無多餘的裝飾，而構成五○年代

的產品風格的特色；到了六○~七○年代，在於社會的動盪不安，戰爭、經濟與

政治的不穩定，這些情況迫使人們走上街頭來抗議，而身處在這樣的環境裡，設

計便產生了變化一開始以「反傳統」風格為主。透過誇張應用鮮豔色彩與新材料

創新的概念來表現產品，目的是在提醒人們應當反思社會現象，打破傳統約束並

提出自我想法，而在這樣的理念下便造就出六○~七○年代設計的新思維；進入

到八○年代，此時社會環境面臨到空氣污濁，因工業污染所帶來的危機，上一年

代因反傳統理念下產生出許多創新概念的產品，但也導致了材料被浪費，因此設

計師開始醒思，便以「節省材料」為出發點，衍生出簡潔造型的風格，加以環境

保育的提倡，環保意識高漲下的設計，透過全世界政府的推動下，欲使地球恢復

昔日的風采。經過解析了解社會現與流行風格的相關性，風格因此也都代表著當

年代的社會現象。 

在服裝與工業產品相關探討方面，透過研究以形態、色彩、質感的分析，更

可清楚得知服裝與工業產品的異同處，研究的結果顯示，五○年代的服裝與工業

產品，均呈現出優雅美觀的線條設計與簡潔無裝飾的美感，色彩上也都單純與保

守的自然色系，並以單色為基準，這樣簡單大方的設計也成為當時之風潮；到了

六○~七○年代服裝與工業產品在形態上、色彩上以至於質感上都有許多相似

性，形態上表現出豐富線條，色彩上應用高彩度、中明度與強烈的對比性，質感

上均大膽的使用新材料如塑膠，在這反傳統年代中，服裝與工業產品均呈現出相

類似的設計，這也證明了其中之相關性；八○年代在服裝與工業產品的表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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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態上呈現出簡潔素雅的設計，色彩上均以低彩度、低明度的色系為主，兩者

之間均呈現出在沉穩內斂的風範，是為本年代之設計重點。 

透過上述的研究，可知社會現象對流行風格之形成有一定程度的影響。由研

究中發現，服裝與工業產品之相同處，大多集中於色彩，並可以輕易的察覺，在

形態上則純粹在風格的表現上，例如在服裝上表現簡潔之設計風而工業產品設計

上也是走向簡約設計，而並不是直接沿用服裝的形體作為產品設計的準則，而在

質感的應用上，僅在六○~七○年代中，以大膽使用新材料為較顯著的相關性特

徵，其他年代的服裝上材質則以棉、麻、毛料等之使用，工業產品則以塑膠為主，

因此質感表現上並沒有重疊性，至此後可了解服裝與工業產品間形態、色彩隱約

中具有某種相同性，因此在未來以社會現象為主軸，參照服裝或工業產品設計當

可了解其設計中之脈絡。將歸納結果整合成表 6.7、表 6.8，並製作成五○年代~

八○年代之產品年表 6.9，藉此能更加的清楚觀察期間的變化： 

 

【表 6.7】各年代社會現象之流行風格表 

年代 五○年代 六○年代~七○年代 八○年代 

流行風格 
1. 功能造型風格 
2. 簡潔造型風格 

1. 活潑色彩風格 
2. 反傳統風格 
3. 象徵性風格 
4. 材質表現風格 

1. 環保意識風格 

2. 簡潔造型風格 

 

【表 6.8】各年代服裝與工業產品關聯要素表 

 五○年代 六○年代~七○年代 八○年代 

形態 
1. 優雅線條的設計 
2. 簡潔無裝飾的設計

豐富線條的設計 簡潔素雅的設計 

色彩 
1. 以自然色系為主 
2. 單純化的配色 

1. 高彩度、中明度 

2. 對比性高 
低彩度、低明度 

質感 無明顯關聯性存在 材料結合與應用 無明顯關聯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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