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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宗旨在於探討西屯市區在城市色彩美學方面的實踐，並分析這些

色彩如何影響居民的視覺體驗，同時傳達出地區特有的文化與都市形象。研究

旨在集合並分析西屯市區的城市色彩，以期探究其表達的文化深廣及色彩美學。 

依據法國學者朗克洛的環境色彩調查方法，本研究首先進行影像蒐集，並

通過對專家、相關業界人士及遊客的訪談，整理出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景觀，從

而建立西屯區的色彩圖譜。透過運用魅力工學的評價結構法，對深度訪談資料

進行分析，萃取出被調查地點的吸引力要素。最終，結合地方特色與文化色彩，

提出一套既能夠體現城市意象也符合色彩運用的設計方案，供未來產品及包裝

設計領域參考。 

經由本研究，我們確認城市色彩設計與居民情感反應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

性，此外，也在塑造城市美學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綜合色彩分析的結果，我

們根據象徵西屯市區的主要色彩，設計出一個能夠代表該區特色的視覺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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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s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city colors of the Xitun district to 

investigat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culture they express and their color aesthetics.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color survey method of French scholar Lenclos, this 

study begins with the collection of images. It interviews experts, industry professionals, 

and tourists to identify representative local landscapes, establishing a color atlas for the 

Xitun district. Using the evaluation structure method from Charm Engineering, the 

study analyzes in-depth interview data to extract the attractive factors of the 

investigated locations. In conclusion, it proposes a design solution that combines lo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cultural colors to embody the urban image and applications of color,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future product and packaging design. 

Through this study, we have verifi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color 

design and the emotional responses of residents and its critical role in shaping urban 

aesthetics. Integrating the results of color analysis, we have designed a visual pattern 

that represents the key colors symbolizing the Xitun district and embodies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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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架構與流程 

確定研究主題與目的後，蒐集相關文獻及色彩原理。以城市景觀地理學的

調查方法，採用拍攝方式收集影像，並透過訪談篩選出西屯市區最具色彩意象

的照片。對所選照片的進行色彩分析，以 RGB 座標之方式進行表示和歸納。透

過實地訪查發掘西屯市區各處的魅力因子。並根據研究結果確定西屯市區最具

代表性的色彩，並設計相應的西屯市區視覺圖樣。 

二、城市色彩調查 

本研究採用法國色彩學家朗克洛的色彩地理學理論進行城市色彩調查。 

朗克洛色彩地理學調查方法: 

根據朗克洛的色彩地理學理論[1]，每座城市均擁有其獨特的「原生態」面

貌，此面貌由塑造該城市的多種地理要素共同決定，包括地理位置、地質和地

形、山脈和河流系統、生態植被以及日照和氣候等自然條件。此外，居住在該

地區的人群為了適應自然條件而進行的生存鬥爭，通過因地制宜的環境改造和

利用當地資源建設家園，也在城市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城市的發展是

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互動過程的結果，地域性的文化、宗教信仰、風俗民情和

生活習慣等因素的疊加，進一步賦予了城市景觀以鮮明且獨特的色彩特質[2]。

以下為實施的方法: 

 

(一) 選址：朗克洛調查方法首先選擇調查地區的自然環境以及具有地域特色的

建築物，重點對典型且色彩特徵較顯著的目標進行調查。本研究選擇以西

屯市區為調查標的。 

(二) 調查：環境色彩分析，色彩數據調查。以自然景觀、建築色彩、街道色彩

為主要調查對象。實地勘查、紀錄、拍照。如圖 1所示。 

(三) 取證：實地勘查，對取色地區的元素與周圍環境拍照記錄。 

(四) 測色：分析並整合色彩數據。本研究以微軟內建取色功能分析出 RBG 數值。 

(五) 歸納：挑選具有區域代表性、大面積的環境色彩，歸納色彩特質。本研究

對每張照片選出六個主要色彩。 

(六) 編譜：將取得的色彩資料，歸納出色彩圖譜。呈現出調查區域與周遭環境

的色彩效果。 

(七) 總結：完成色彩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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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海儷堡 2.台中歌劇院 

  
3.張廖家廟 4.中央公園 

  
5.中央公園 6.中央公園步道 

  
7.中央公園外圍道路 8.東海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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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央公園(夜) 10.西屯市區夜景 

  
11.西屯市區夜景 12.秋紅谷 

  
13.秋紅谷 14.逢甲大學校門口 

 
 

15.中央公園 16.秋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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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秋紅谷 18.中央公園(夜) 

  
19.逢甲大學 20.中央公園(夜) 

  
21.逢甲夜市 22.逢甲大學學思源 

 
 

23.西屯日出 24.秋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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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逢甲大學草坪 26.西屯中清星巴克 

 
 

27.秋紅谷 28.秋紅谷 

  
29.中央公園(夜) 30.中央公園(夜) 

  
Fig.1 30張預期調查與測色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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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訪談操作與執行[3]： 

本研究調查地點為西屯市區，因此受訪對象多為居住於西屯市區之居民，

總共六位。問卷調查內容如下，統計之得票率最高之五張為最後保留測色對象。

訪談結果如圖 2所示。圖 3則為最後保留的側色對象。 

 

 

Fig.2訪問調查結果 

 

 

  

  

Fig.3最後保留要分析的測色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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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測色分析及色彩歸納： 

分析每張照片色彩，將每張照片以 6 色之色票呈現。將色票以基調色、輔

助色、點綴色做成三大類色譜，見圖 4。再使用微軟內建取色功能分析出 RBG

數值並歸納，見圖 5。 

 

2.台中歌劇院 3.張廖家廟 

 

 

 

 
4.中央公園 14.逢甲大學校門口 

 

 

 

 
21.逢甲夜市 

 

 
Fig.5調查與測色對象色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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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色彩分類 

五、魅力因子： 

根據魅力工學評價構造法，找出西屯市區之魅力因子。Masato Ujigawa 集

合多位學者發起「魅力工學」[4]，並提出評價構造法 ( Evaluation Grid Method)

的研究方法，源自於心理學範疇，主要是經由捕捉個人認知概念並列表整理的

方法[5]。透過進行深度訪談，根據訪談對象對所選出最具色彩代表意象之圖片

的具體事由以及抽象事由，整理出下表 1，其中又分為人工景觀和人文景觀。 

Table.1景點與魅力因子說明表 

具體事由 景觀類別 抽象事由 

 台中景點外觀很有獨特性  

 色彩搭配豐富且不失衝

突，特別是逢甲國際觀光

夜市的牌子，相當有年代

感  

 外面水泥的地方有簡單俐

落卻又不失線條圓滑美感

的現代設計風  

 台灣知名觀光夜市 

 台中代表性的現代建築且

其全白的建築非常美 

人工景觀 

 全白的建築加上優美音樂讓

人非常放鬆  

 感到很躁動 

 因人潮多，使人心情煩躁  

 平靜的感覺，心情舒坦  

 短暫的電影，生活中的小樂

趣 

 溫暖的光給人溫暖的感覺 

 感到平靜、放鬆 

 位在逢甲大學附近的古蹟 

 有傳統的風格 

 雄偉的標誌 

 西屯知名大學  

人文景觀 

 彷彿是從前的時間還存在著  

 感到好奇 

 感到莊嚴 

 聳立又不失溫柔 

 

 

六、視覺圖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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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訪談結果，從最具色彩意象的五張圖片的六個色票中，再選取五至六

種顏色設計出最能代表西屯市區色彩意象的視覺圖案，如圖 7。並敘述此些顏色

的色彩意象，如表 2。 

 

Fig.7最後設計結果 

Table.2色彩意象說明 

 

 

七、結論： 

本研究成功以朗克洛色彩地理學進行西屯市區城市色彩美學研究，在過程

中不僅透過魅力工學評價構造法，來確認色彩與感情的串聯。最後的分析結果

表示，透過上述方式所設計之視覺圖案設計，不僅能符合地方的城市色彩特色，

更能體現出地方歷史、文化與居民的感情鏈結。未來可將此方法導入後續的城

市設計與規劃，以更符合美學城市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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