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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類學者認為「技術的發展一定要配合當地的自然環境，而各地的自然環境

有其獨特性」1。二十世紀以來的人類，發現到可以有效利用新的技術時，各方

面於是互動的產生急速的進展，「美術設計」便是其中的一項產物。 

島國形態的臺灣，由於資源的缺乏，於是提高工業生產及發展國際貿易，乃

成為政府歷年來不變的經濟政策，過去四十年來一連串的經建計劃推展，配合民

間的勤奮儉樸，使得社會上下從窮苦變成富裕，國民的生活水準不斷的提高，生

活的層次也從物質的滿足提昇至精神的需求，這樣的過程造就了「美術設計」發

展的環境，隨著四十年來之政冶、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同步的發展，「美術設計」

的地位與領域漸趨成熟，且美術設計師也漸獲得社會各界應有的尊重。 

早期的美術設計與美術具有密切的關係，隨著工商業的發達，也被當作行銷

的一部分功能。而從環境的觀點看，美術設計是由環境中的一員「人」所創造出

來的產物，又被當做環境的一部分來考量。隨著上述觀念的演變過程，臺灣的社

會於是出現了許多與美術設計相似的名稱，如美工設計、廣告設計、商業設計、

視覺傳達設計等等，如今在各級教育機構，都有這些不同的科系，唯獨「美術設

計」闕如，但是這許多不同的名稱，事實上都可稱得上是美術設計的同義詞，只

是由於時代與社會需求的急速變遷，原本最早形成的「美術設計」，在學術上還

來不及確立它的領域及定位，便隨著社會各方面的互動所產生的認知差異，而被

其他名稱所替代。 

然而，把這些不同名稱的形成，率皆歸因於時代的不同，卻不研討什麼時代

形成什麼名稱，還有背景與原因，未免草率。多年來，美術設計也好，美工設計

也好，即使是最近的商業設計，在名稱的使用上同樣都受到許多爭議與批評，然

而這正是說明了四十年來臺灣地區美術設計發展中存在的一項階段性的歷史事

                                                        
1 宋光宇，《人類學導論》，頁 227，桂冠圖書公司，1991。 



 

 

實，更是「四十年來臺灣地區美術發展」之「美術設計」研究的根本性問題。 

 

壹、美術設計的起源與範圍 

「美術設計」的名稱，雖然直到今天，仍然被普遍使用於人們生活之中，但

是在專業的領城上，說是已經成為歷史上的名詞也並不為過。因此，以目前的環

境與條件來說明「美術設計」的內涵並不公平，也不恰當。而倒退至「美術設計」

形成的年代，去探討「美術設計」形成的背景，應該是比較客觀的做法。 

民國五十七年，《美術設計的點、線、面》一書出版，譯者王秀雄教授在序

言中提到「本書的日本原名是『ベーシックデザイン』，若用英文寫出則為『Basic 

Design』，其意為『基礎美術設計』，然而與前些日子譯者翻譯大智浩所著『美術

設計的基礎』名稱有一點相似，故為了避免讀者誤認這兩本書之內容類似，特地

改譯為『美術設計的點、線、面』2。而在大智浩先生所著之《美術設計的基礎》

中，王教授的序言一開始便寫明：「本書是大智浩教授所著『デザインの基礎』，

1967年（民國五十六年）第一版的中文譯本。迄今為止，尚未見到第二版出現，

故算是最新的『美術設計的基礎』訓練課本。」3。 

由上述可知，王教授把相當於英文之「Design」的日文「デザイン」翻譯成

「美術設計」，並提到「……算是最新的『美術設計的基礎』訓練課本」，對於「美

術設計」在臺灣形成之普遍性做了一個註腳，在我們談到「美術設計」在臺灣的

起源時，也有一個初步的概念。 

民國六十年十一月出刊的《雄獅美術》雜誌第九期，前輩設計家高山嵐先生

為其「美術設計 1、2、3」專欄寫出第一篇的「前言」，內容如下： 

當你住進自己的房子，你是否為隔間而傷腦筋？……，這便是需要美術設

計的時候！客廳呢？要甚麼樣子的情調？家具的形式呢？檯燈？掛畫？

還有地毯配什麼顏色？─這也是美術設計！你曾經想過嗎？如果你是一

位女士，當一天的開始，把早點擺在桌上的時候，應該怎麼擺才美觀？怎

麼配色看起來才好吃？─這是美術設計！當你外出的時候，總會想我穿哪

件衣服好？配哪個皮包？皮鞋呢？髮型？─這也是美術設計！如果你是

一位男士，你的西裝是鐵灰的話，配哪一條領帶好？襯衫呢？白的？條紋

的？彩色的？─這是美術設計！百貨公司陳列的東西，它的包裝美觀大

                                                        
2 馬場雄二著，王秀雄譯，《美術設計的點線面》序，大陸書店，民國五十七年初版。 
3 大智浩著，王秀雄譯，《美術設計的基礎》，頁 1，大陸書店，民國五十七年初版。 



 

 

方，使你對它產生好感─這也是美術設計的功效。4。 

此文雖然沒有提到「美術設計」與「Design」的關係，但從內容上，大致可

以理解到高先生當時所提的「美術設計」已經相當於英文「Design」所包含的內

容。《美術設計 1.2.3》一書隨後於民國六十一年正式出版，對於「美術設計」的

意義與內容有進一步的說明。如： 

美術設計是一種有目的、有意志的計劃，舉凡一切事物的結構、設想、企

圖、計劃等，均可納入它的範疇。 

 

一件優良的產品，必需經過設計家的美好設計─這些包括它的造型、包

裝、配置以及宣傳。 

 

美術設計是本世紀新興的藝術之一，由於現代工業機械與社會文明的突飛

猛進，直接、間接地促成了美術設計的勃興，而美術設計的產生，也正好

迎合了工業社會與現代生活的共同需要。 

 

近來印刷工業與觀光事業的發達，印刷品和觀光招貼和小冊的講究，已經

成了美術設計的重要課題之一。5。 

而在美術設計的範疇上，更明確的寫到： 

現代美術設計的範疇又包括什麼呢？大致說來，有下列幾項： 

‧海報（poster）：一般商品的廣告、觀光招攬、音樂會、舞蹈發表會、演

講會、畫展、話劇、電影。 

‧媒體宣傳：電影、電視、報紙、雜誌、電臺的宣傳。 

‧小冊、郵遞廣告（direct mail）：觀光和旅遊方面的簡介、各行業商品的

介紹。 

‧商標（trade mark）及標貼。 

‧封面（cover design）：書刊的封面設計。 

‧插畫（illustration）：報紙、書刊、雜誌和各種宣傳廣告的單元飾畫。 

‧包裝（packaging）：各種商品包裝，包裝紙（record jacket）。 

‧月曆（calendar） 

                                                        
4 高山嵐，《美術設計 1.2.3》前言，《雄獅美術》雜誌，第 9期，民國六十年十一月。 
5 高山嵐，《美術設計 l.2.3》，頁 12，藝術圖書公司，民國六十一年初版。 



 

 

‧電影電視片頭：片頭上的動畫（animation）設計。 

‧屋外電動廣告（outdoor advertising）：霓虹燈廣告、展示牌等（show stand）。 

‧室內設計（interior design）：住宅間、客廳及咖啡屋、百貨公司、戲院、

櫥窗設計（display）。 

‧壁畫：屋內、屋外大小壁畫。 

‧工業設計：電扇、汽車、坐椅、電視、收音機等造型、配色，以至於街

頭巷尾的指示牌、路燈設計。6。 

由上文可以發現，「美術設計」在當時範圍甚廣，就連工業設計、室內設計

也包含其中，可以說是有別於純美術的應用美術，相當於英文的「Design」，是

可以理解的。 

此外，民國五十六年施翠峰教授在日本《Idea》雜誌上，發表〈臺灣設計教

育的現況〉，該文開頭便提到，「臺灣對於デザイン（Design）這個外來語，以『設

計』來翻譯，並把デザイン（Design）的術語當成『設計』的譯語使用，從現在

推算，應該是十五年前的時候，而設計教育歷史的開始，也可看成是同一個時期」

7。文中特別使用了中文的「設計」來說明為日語デザイン的譯語（日文中的「設

計」與デザイン意義不同），雖然並沒有提到「美術設計」，但由此推算，「美術

設計」相關的種種概念，不論是否相當於 Design 或デザイン的涵意，應該是在

民國四十年初的時候，便已在臺灣形成。 

承上文，施教授接著又寫到：「『設計』這個語言，達到今天如此廣泛設計（デ

ザイン）領域的一種專門用語，是在此以後的十年，而在此之前，有以裝飾內容

為主之『圖案』，其創造活動對於產業稍微貢獻了消極的意義」8。又提到「設計

的科目，在專科學校的課程中具有明確的近代設計之位置，始於 1962年秋……

1958 年設立以來，以工藝、圖案科所實施的課程，1964年漸漸的變成產業設計

的內容。」9。 

此言可以說明，在民國四十年代，「設計」的概念尚未形成之前，「圖案」是

相當於「美術設計」之被普遍接受的用語。對於這一點我們從高山嵐先生的敘述

上亦可得到理解。 

「提起美術設計（Design），或許有人馬上會聯想到『圖案』藝術，認為圖

                                                        
6 同註 5，頁 13-16。 
7 施翠峰，《臺灣デザイン教育の現況》，日本《idea》雜誌，頁 38，1968年 1月號。 
8 同註 7。 
9 同註 7。 



 

 

案便是美術設計。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是誤解。美術設計是廣泛的，而圖案

只是它所需求因素中的一種而已……。現代美術設計和以往的圖案藝術相比較，

在內容上與形式上的演變至為顯著。往昔的圖案，內容只是美術設計的一小部

分。……」10。 

那麼，臺灣使用「圖案」一詞的來源又始於何時何處呢？首先從日本方面談

起。 

1873年（明治六年）的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以「Design」做為表明此博覽會

理念的關鍵語，當時代表日本參加此博覽會的陶瓷技術官員納富介次郎，為了尋

找相對於「Design」的用語，而造了「圖案」新語11。此外，曾活躍於明治、大

正、昭和三代的工藝研究家渡邊素舟曾說，「圖案」之語，是考量日本傳統之圖

工與案家所造的新語，為了參加維也納萬國博覽會的需要而翻譯自「Design」的

新語12。而「圖案家」被一般的使用，則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以後，東京美

術學校圖案科第一屆畢業生進入社會之後13。 

臺灣在日據時代，許多的前輩畫家都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就讀，據謝里法先生 

《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所載，1901 年左右，有劉錦堂就讀於東京美術學

校，畢業後回到祖國大陸後，改名為王悅之，曾在北平經營北平藝術專科學校，

自己任校長。「較劉錦堂稍後，有張秋海進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圖案科，正好與領

中國政府獎學金在該校就讀的莫大元是同學」14。莫大元後來曾國文化大學美術

系系主任。又「王白淵早年留學日本，進東京美術學校與張秋海、郭柏川和陳承

藩等同學，後來對文學的興趣更加濃厚，又時常發表美術評論於報章，戰時曾一

度因反抗日本政府而被捕下獄。不久回中國，於 1935至 37年間曾一度在劉海粟

主持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執教，擔任圖案系的課程。著作有《圖案概論》等書。」

15。 

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成立於民國元年，初名為上海圖畫美術院，民國十九年才

改為專科學校，中國大陸當時除了該校設有「圖案系」之外，國立北平藝術專科

學校（民國七年創立）、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民國十七年創立）、私立新華藝

                                                        
10 同註 5。 
11 榧野八束，《近代日本のデザイン文化史》，頁 42，頁 44フイルムアート社，1992初版。 
12 同註 11。 
13 同註 11，頁 57。 
14 謝里法，《日據時代美術運動史》，頁 42，頁 44，藝術家出版社，民國七十年。 
15 同註 14，頁 162。 



 

 

術專科學校（民國十五年創立）等等，也都有「圖案科」16。此外，根據民國二

年八月，教育部頒佈實業學校令及實業學校課程之規定，實業學校分甲、乙二種，

其中甲種的工業學校中也有「圖案繪畫」科17。 

綜合以上所述，「圖案」一詞的使用甚早，而不論是中國大陸或臺灣，沿用

日人納富介次郎所創之「圖案」新語，也是很有可能的事。 

 

貳、依賴美術的美術設計 

早期臺灣，在美術設計的領域與地位尚未形成之前，擔任美術設計工作的人

員，不是由學徒出身，便是由美術家兼差。由於當時美術設計的工作性質，仍停

留在「手」的工作與「匠」的層次，因此，在美術家的眼中，其地位遠不能與藝

術相提並論。「若非局勢所逼，一個專業的畫家向來是不恥於降級去作插圖師的，

尤其在階級分明的當時，更視之為有辱於藝術的使命。」18
 

日據時代末期，由於戰局吃緊，人民的生活普遍清苦，畫家無法靠賣畫維生，

只好放下身段來畫插圖或漫畫，前輩畫家林玉山便曾為了生活，為當時各報社的

文藝版畫了許多的插圖。「他所繪的插圖先後有：《新民報》徐坤泉所著的長篇小

說《靈肉之道》和《新孟母》、徐坤泉著而由張文環日譯的《可愛的仇人》、《風

月報》吳漫沙的《三鳳歸巢》、楊達譯成日文的《三國演義》和《西遊記》及李

獻璋編寫的《禮儀作法》等。」19當時林玉山曾「借著明朝大畫家唐伯虎的『自

況詩』來比喻自己的苦衷：『青山白髮老痴玩，筆硯生涯苦食難。湖上水田人不

要，誰來買我畫中山？』」20這期間林玉山雖然是為了生活才降級去畫插圖，但

也無意中為臺灣地區的美術設計史留下了珍貴的記錄與作品。 

臺灣光復後，由於攝影尚不普及，印刷技術也落後，美術設計工作仍多依賴

美術。前輩設計師彭漫曾回憶說，「為了使商品在報端刊出能夠清楚明顯，在畫

廣告商品時，不管以何種角度『透視』，都得將經過透視變形後的商品包裝上顯

示出來的圖案、標誌、各種中英文字體，以及商品本身的立面，廣告設計人員都

要以一種修鐘錶的『忍氣工夫』，仔細地一一描繪出來。」21
 

                                                        
16 楊清田，〈我國專科學校美術教育的發展與功能檢討〉，《國立藝專學報》，44期，頁 201-202，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初版。 
17 羅慧明，〈近三十年來我國高級職業學校美術教育之發展與現況〉，《教育資料集刊 11輯》，頁

391，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國立教育資料館編印。 
18 同註 14，頁 112。 
19 同註 14，頁 110。 
20 莊伯和，〈美術家專輯（三）林玉山〉，《雄獅美術》，100期，頁 18，民國六十八年六月。 
21 彭漫，〈臺灣廣告設計三十年〉，《雄獅美術》，113期，頁 73，民國六十九年七月。 



 

 

到了民國四十年代，初期臺灣戰後復甦工作大致完成，經濟建設也在國民政

府的各種政策下逐步的展開。而隨著工商業的發達，美術設計的工作需求漸大，

為畫家們提供了許多兼差的機會。以學徒出身，曾任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理事

長的楊夏蕙先生曾提到，「民國四十年代（1951），臺灣工商界要找一位設計的人，

來畫封面圖樣或畫包裝圖樣，那是找畫水彩畫油畫的先生們來做的，什麼才叫做 

『畫畫』？什麼才叫做『設計』？並不明顯地在人們幻影中徘徊，畫家們能在白

紙上畫些圖案或寫一些美術字體，這已經是有違背當代美術思想的範圍。有時還

被指責為非畫家清高本性，而賣弄靈感與工商界做生意的勾當，應該驅逐出境。」

22此時，畫家看輕美術設計工作的情形，仍然普遍存在。即便是到了民國五十年

代，美術設計仍然是畫家兼差或為生活才改行從事的工作。前輩設計家彭漫先生

曾提到，「超寫實畫家韓湘寧於十七年前（約民國五十二年）到國際工商應徵廣

告設計時（筆者當時為該公司設計部經理），他第一句話就說：『我決定下海

啦！』，『下海』是形容良家婦女，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到舞廳做職業舞女，他認

為一個藝術家來幹廣告設計也是一件丟臉的事情。可見當時的畫家對設計藝術認

識不清，偏見得可怕。」23
 

由以上所述可知，早期的臺灣，從事「美術設計」的工作必須依賴畫家或是

經過繪畫訓練的人，但其往往又被畫家們認為有辱藝術的使命。 

英文「Design」主要的意義是圖樣、圖案、意匠、設計圖、草圖、素描等等，

與繪畫的性質原本就非常的接近，因此，美術設計的工作依賴有美術才能的人代

筆，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更由於其工作與繪畫的關係密切，許多前輩設計家們，

當 Design 的觀念在臺灣形成之時，也順理成章創了「美術設計」的新語，其用

意與過程應該是可以理解的。此外，由於人們使用「美術」的歷史久遠，老少上

下都瞭解其意，用「美術設計」來說明「與美術相關的一種設計工作」，更能讓

人理解，因而不只是五十年代，在六十年代，「美術設計」的稱呼極為廣泛，即

便是到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也仍留有這樣的稱呼。 

「美術設計」與「美術」雖然目的性不同，但在追求美感的藝術性上是一致

的，因此，「美術設計」的訓練仍然需要美感的教育，這方面很難與美術劃清界

限。而為了釐清美術設計與美術的關係，前輩設計家高山嵐曾對「美術」與「美

術設計」做了一些解釋。「在本質上，『美術設計』是從『美術』吸收它的養分，

                                                        
22 楊夏蕙，〈美術設計 20年的回顧〉，《美術設計協會會刊》N0.8，頁 14，民國七十年七月。 
23 同註 4，頁 75。 



 

 

依其需要而再次發揮利用。……由此得知『美術設計』就是把『美術』的文化財

產做基礎，並加以充分利用。因此設計家除了應具備這些知識之外，最重要的是

要有優秀的繪畫素養，特別是對於速寫、素描基礎的訓練，以及色彩的認識，都

是不能或缺的。」24
 

美術設計依賴美術的原因，除了上述由於其工作性質接近繪畫之外，設計教

育的遲遲未能獨立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大智浩先生在臺灣版《美術設計的基礎》一書的序言中提到，「我與中華民

國的『美術設計』發生直接關係，乃是民國五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臺灣廣告股

份有限公司』為提高中國的美術設計水準，迎聘敝人到臺灣來講學的時候開始。

七月十五日到達臺北以後的四十多天，巡迴臺灣各都市，講演『美術設計啟蒙』

的各種問題，以及集中在臺北，整整十天共同研討『視覺美術設計』與『工業設

計』的諸問題。在臺灣，『工業設計』比處理廣泛問題的『視覺美術設計』早走

一步，而能在工業專科學校內佔據獨立之科系，實施其專門性教育。與此比較『視

覺美術設計』僅是美術系的一個分組，或一個選課而已。」25依此文推想，民國

五十六年的時候，工業設計已經由美術設計的領域中分離出來，並自成一獨立的

學科，而美術設計則演變成處理廣泛問題的「視覺美術設計」。據蕭汝淮先生的

〈臺灣工業設計發展史〉一文中所述，「……臺灣光復後的十年當中，本省尚未

有工業設計觀念存在。……從 1955至 1960年，明知應藉重工業設計，但對工業

設計而言，在臺灣仍未作有計劃的公開宣傳，可以說尚未真正啟蒙。」26然而到

了民國五十六年的時候，在專科學校已經有明志工專（民國五十三年）、崑山工

專（民國五十四年）、臺北工專（民國五十五年）、大同工專（民國五十五年，大

同工學院前身）等等設立了工業設計科，而此一時期，屬於「處理廣泛問題的視

覺美術設計」，都只是在科系中的一個組而已，如文化學院美術系設計組（民國

五十二年）、國立藝專美工科的設計組（民國四十六年）等等。 

此外，由於「設計組」是美術系或美工科內的一個組，且當時大專聯考報考

美術相關科系者，均應加考國畫、素描、水彩、書法等術科。這些學生們，不僅

入學考試前都經過嚴格的美術術科訓練，且在學中也經過相當時間的繪畫訓練，

甚至有的從小畫到大，套一句俗話說，他們都有繪畫的天份與細胞。因此，即使

後來選擇了設計組，但對於從事「美術設計」的工作，必須要有美術的基礎，也

                                                        
24 同註 5，頁 20。 
25 蕭汝淮，〈臺灣的工業設計發展史〉，《藝術家》，53期，頁 52，民國六十八年十月。 
26 同註 7。 



 

 

都懷有一致的看法，於是形成了觀念上美術設計依賴美術的情形非常的普遍。 

到了二十世紀末期的今天，雖然「美術設計」隨著我國臺灣地區之政、經、

文化的發展，由萌芽、成長而茁壯，但是許多人仍把「美術設計」與「美術」看

成為同一件事。把「美術設計」當成是「美術」的工作，如今想想，大概是因為

「美術設計」使用了「美術」兩字的關係吧！ 

雖然「美術設計」依賴美術的情形歷歷可陳，但到了民國五十年代，仍然可

以稱得上是「美術設計」的盛期，尤其是民國四十八年至民國五十一年之間，更

是美術設計發展之重要時期。此一時期由於「我國經濟穩定，投資環境良好，使

得多數企業家，以技術合作方式，引進外資設廠生產，以大眾企業經營方法，大

量產銷來繁榮市場，因而帶動了廣告代理業的蓬勃發展。」27於是，屬於工商社

會的產物─廣告公司也陸續成立。最早是東方廣告公司（民國四十八年），隨後

又有聯藝廣告公司（民國四十九年）、國華廣告公司（民國五十年）、臺灣廣告公

司（民國五十年），以及國際工商傳播公司（民國五十一年）等相繼成立。 

廣告公司的成立，迫切需要美術設計的人才，於是在當時尚沒有美術設計獨

立科系的情況下，早先畢業於美術系、美工科或美術印刷科等背景的畢業生，也

大量投入這個行業。他們藉著工作學習美術設計相關的新知，且受到海外設計雜

誌與著作的影響，以及受到日本之積極設計活動和國內產業需求的刺激，也逐漸

感受到「美術設計」與社會發展具有緊密互動的關係。於是，許多有心人士乃凝

聚共識，並在日本同好的大力協助下，於民國五十一年成立了「中國美術設計協

會」。「美術設計協會的成立，象徵著『應用美術』在工商業社會的重要性，也顯

示出商業美術不同於純美術，更說明了「美術設計」和大眾生活不可分的關係。」

28而此時對於「美術設計」名稱的使用，與爾後出版及設計活動上使用「美術設

計」的名稱均有直接的影響。 

民國五十年代後半，美術設計活動已非常熱絡，前述王秀雄教授翻譯的美術

設計著作在此時相繼出版，而民國五十三年國立藝專的科刊《設計人》出刊後，

郭承豊先生主持的《設計家》雜誌也於民國五十六年發行。民國五十五年，以美

術設計為主要教學內容的銘傳商專「商業推廣科」成立。同年，郭叔雄先生也為

台塑企業設計了關係企業之波浪形標誌。民國五十六年，臺灣廣告公司舉辦以提

高設計水準為題的座談會，並邀請了日本專家大智浩先生來臺演講，大智浩先生

                                                        
27 同註 21。 
28 同註 21，頁 74。 



 

 

且於同年為味全公司設計了五味俱全的標誌，成為當時設計界的重要話題。在展

覽方面，繼民國五十一年的「黑白展」之後，以美術設計為主題的展覽如「設計

家 11月大展」（民國五十六年）、黃郭蘇展（民國五十七）、幻覺設計展（民國五

十八年）等等也相繼展開。 

到了民國六十年代，美術設計活動仍然隨著工商業成長而蓬勃發展，雖然美

術設計在這個時期仍然依賴「美術」的名稱，然而從事這項工作者已意識到它是

有別於美術的一個領域。《美術》雜誌第 28期（民國六十二年二月），楊景天先

生寫了一篇〈美術設計的評價〉29，文中許多的觀點，如今看來仍極具意義。 

美術設計的開始必需先舉出客觀條件後再加以主觀的處理所形成的……

這一種行為是理性為先感性為後的工作，有人就以此把美術設計劃分到藝

術之外，但基於藝術是人類生活生命的表現上看，……應當有應用性的實

用美術的範圍…… 

 

在這裡還要強調，美術設計不只限於處理美化的表面工作，而是在結構上

求其美的形態，在功能上求其美的感受。 

 

文明並非是美術設計真正終極目標，而文化即是真正的美術設計家應當注

意，而且要追求的目標了。 

此外，他還提出設計不可造成公害，且「美術設計必須相關人類全體生活性

的美好設計」，因此建議「環境設計也是美術設計範圍中重要的一件大事」。如今

看來，極富有遠見。 

 

叁、美工與美術設計 

正當「美術設計」逐漸發展成盛況時，「美工設計」的名稱也逐漸的被大家

所使用。直到今天，諸如編輯完稿、POP製作、櫥窗的設計工作等等，還經常被

稱呼為「美工」。 

「美工」原本是「美術工藝」的簡稱。從工藝的角度來看，自有其獨立的領

域，但大家皆簡稱之為「美工」後，原本「工藝」的內容便降低了。特別是企業

界或是政府機關，有時候為了節慶、演講、商品促銷所實施的一些美化或宣傳工

作，如壁報、海報、POP等，也稱之為「美工」，此時的「美工」，也許有「美術

                                                        
29 楊景天，〈美術設計的評價〉，《美術》，28期，頁 21-頁 24，1973。 



 

 

設計的工作」或「美化的工作」之意，卻與「美術工藝」混為一談，加上這類工

作的需求甚廣，於是「美工」的稱呼及意義代替了原來之「美術工藝」，成為習

慣性及普遍性的用語。 

「美術工藝」是人類在生活中因實用的目的所發展出來的產物，隨後由於裝

飾性的加入，乃成為民間的一種技藝，因此它的發展甚早。明鄭、大清帝國時代

的臺灣，已有從中國傳入許多工藝品或其製作技術，到了日據時代，在殖民體制

下，透過產業振興計劃的實施，美術工藝也成為鼓勵發展的對象。臺灣光復後，

自民國四十年代起實施的「進口替代工業」、四年一次的經建計劃，以及因實施

農業機械化後產生的過剩勞動力，使得美術工藝生產，在臺灣初期的經濟發展

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美術工藝在臺灣的發展，前輩藝術家顏水龍先生具有推波助瀾的功勞，從他

的自述及投入美術工藝的歷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日據時代以來美術工藝在臺灣

發展的梗概。 

顏水龍認為要「促進純粹美術的發展，首先應該要推行和生活有關的藝術，

即美化生活用具及居住的空間或景觀，來培養高雅樸素的趣味，生活才能導入純

粹美術的境地。」30因此應該從美術工藝教育著手培養專才，於是便積極的開始

收集有關美術工藝教育的相關資料，他「先後參觀了日本的美術、工藝學校，如

國立東京藝大工藝科、高等工藝專科、市立工藝職業學校、京都市立工藝專科等。

另方面參考德國的 Bauhaus（編按：即包浩斯學校，為 1920 年代德國現代設計

的中心）等以資計劃創辦工藝專科學校並編製預算等。」31
 

1937 年 1 月，顏水龍帶著美術工藝學校創立計劃的具體方案返臺，訪問先

輩鄉誼、地方人士請求協助合作，但是由於經濟的因素，沒有人有興趣支持這個

計劃。隨後他又把這個計劃帶到總督府文教局及殖產局，想不到這些官員卻有點

反應，過了不久即被聘為殖產局顧問，32從此展開了他對於臺灣美術工藝的調查

與研究工作。顏水龍除了完成研究報告書之外，也從事美術工藝創作，1939 年

他所設計的「海草手提籠」在日本東京獲獎。1941 年 3 月顏水龍還和張萬傳、

陳德旺、范倬造、黃清亭、洪瑞麟、藍運登、謝國鏞等人組織「臺灣造型美術協

會」，同時舉行第一屆展覽會，除展出油畫外也展出工藝品「竹傢具」、「鹽草製

手提籠」、「草地毯」等計 20件。他把過去不登藝術殿堂的手工藝品提昇上來，

                                                        
30 莊伯和，〈美術家專輯（一）顏水龍〉，《雄獅美術》，97期，頁 17，民國六十八年三月。 
31 同註 30，頁 19。 
32 同註 30，頁 19。 



 

 

在當時的臺灣美術界不能不說是一種新觀念。33
 

臺灣光復後，顏水龍依然堅持發展臺灣美術工藝的理想與抱負，同時也為政

府做了許多的事，如民國四十年，他受聘為省政府建設廳技術顧問，專門輔導手

工業者，並親自調查各地方的手工業情況，以及計劃復興、研究促進發展的方案。

同時在各縣市舉辦手工藝講習會，教授通草紙人造花、刺繡、編織、竹工、籐工

等。 

民國四十三年，顏水龍在南投縣草屯鎮創立南投縣工藝研習班，招生訓練技

術人才，此即今日手工業研究所的前身。 

民國四十三年，顏水龍被農復會聘為顧問，隨即展開全省手工藝的總調查，

重新設計手工藝復興計劃方案。民國四十六年，獲得聯合國手工業輔導委員會輔

助，以十六萬美金補助款及臺幣相對基金創設「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由顏水

龍擔任首席設計組長。 

民國四十八年被林商號合板股份有限公司聘為技術顧問，從事研究木材工

藝。 

四十九年至五十五年，至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美術工藝科，教授基本設計。 

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被私立臺南家政專科學校聘為美術工藝科主任。 

民國六十年至今，顏水龍又應聘為私立實踐家政專科學校美術工藝科主任，

長期培養工藝設計人才，同時在該科主持美術工藝研習中心，招收研究員。34
 

因此，談到四十年來臺灣美術工藝的發展，他的貢獻無法估計，差不多全省

的手工藝根基都是他立下的。他是一位堅持理想的人，本省的手工藝機構幾乎都

出自他的構想及草創。35
 

由於美術工藝是早期經建發展計劃中所鼓勵的產業，不僅替國家爭取不少外

匯，也提供許多就業機會。因此，在以「設計」為名的相關科系尚未成立之前，

國立藝專美工科與復興商工的美工科，便率先於民國四十六年成立，此時，美術

設計相關的部分課程也在美工科內實施。到了民國五十年代，由於臺灣工商業發

達，報社、電視台、廣告公司陸續成立，促使大量美術設計人才的需求迫切，於

是美工科畢業的學生幾乎全數投入美術設計的工作，這種情形也是形成「美工」

與「美術設計」產生混淆的原因之一吧！ 

由於「美工科」其有技術職業教育性質，畢業後就業容易，加上政府職業教

                                                        
33 同註 30，頁 21。 
34 同註 30，頁 24-25。 
35 同註 30，頁 24。 



 

 

育政策的改變，把全國高中與高職的比例，由 7：3改為 3：7，於是自民國六十

年代起，私立高中普遍增設「美工科」。到了民國七十年代，全國高職設有美工

科的學校，公私立共有 32所，且分佈全省，可以說是美工科最盛的時期。 

私立學校的辦學是具有競爭性的，而美工科又其有明顯的教學成果可資宣

傳，於是一年一度的畢業展便成為各校招生的一種宣傳活動，影響所及，「美工」

的名稱也普及於一般的社會階層，甚至壓過了「美術設計」。此外，由於培養師

資的管道缺乏，許多大學的美術系或設計科系的畢業生也加入了美工科教師的行

列，在師資領導教學的情況下，美工科學生學習繪畫或美術設計的課程比例，反

而有喧賓奪主超越「工藝」的情況，此由歷年來的美工科畢業展中可知一斑，因

此也使得「美工」與「美術設計」的關係更為接近。 

民國七十九年，楊夏蕙先生的一篇〈美工設計四十年〉文中，數度提到了「美

術設計」之名稱，如： 

臺灣的美術設計，經過四十年來的摸索，與實際工作經驗的累積，由萌芽、

成長而逐漸茁壯。 

 

然而何謂美術設計？在美術設計本身不斷分化成更多專業領域的今日，要

想去定義它似乎是愈來愈困難。 

 

隨著傳播媒體的演進，美術設計的領域也愈分愈細，以各種專業技術的結

合，通常可以將它略分為以下數類。 

但也同時又多次述及「美工設計」如： 

「美術設計教育在我國可說已久，從早期大陸時期的圖案課程，以迄今日各

項繁複的美工設計課程，其進步真是不可以道里計……」 

「這些美工人員的工作內容大部分為美術編輯、插畫、商標標誌、美術字、

海報產品型錄、包裝等的平面設計，此外產品設計、工藝設計、景觀設計等項目

也常包含在工作範圍內。」36
 

依上文看來「美工設計」反而與「工藝」的性質偏離，而與「美術設計」存

在著模糊的概念。 

 

肆、從商業設計到視覺傳達設計 

                                                        
36 楊夏蕙，〈美工設計四十年〉，《高市鐸聲》，創刊號，頁 39-43，民國七十九年。 



 

 

民國六十年代是臺灣在各方面變化最大的年代，尤其自民國六十年我國退出

聯合國之後，在政治上便面臨了許多困境與挑戰。同年為了釣魚台事件，大專學

生還至美國大使館抗議。自民國六十一年起，陸陸績續與日本、澳大利亞、紐西

蘭、泰國等國斷交，此時，蔣中正總統發表了「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

與全國軍民共勉，卻於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因心臟病崩逝，全國軍民同胞在悲痛之

中更呈現出一片團結的氣氛。 

雖然政治上連逢逆境，但經濟上仍持續著五十年代以來的成長，廣告是經濟

的櫥窗，從廣告的投資總額便可瞭解當時的經濟狀況。民國五十八年的廣告總投

資金額成長 27.11%，民國五十九年的電視成長率竟高達 107%，民國六十年，國

內第三家電視台─華視，在社會需求正殷中因勢成立，六十一年以後，廣告的總

投資金額每年仍然成二位數字之大幅度成長，尤其是民國六十二年雖逢世界性石

油危機，但廣告總投資金額仍然成長了 37.19%。同年，國內頗具規模的《管理

雜誌》創刊，而聯廣公司也以東海廣告公司的基礎，加上日本博報堂廣告公司技

術合作而成立。此外，由於出口貿易旺盛，民國六十年，內政部統一出口商品產

地名為「中華民國臺灣」，民國六十二年，政府推行「客廳即工廠」。由以上幾件

大事可知，民國六十年代初期，不論是對內或對外，國內的經濟均呈蓬勃發展的

氣象。這樣的時機，當然提供了「美術設計」工作者用武之地。六十二年六月《美

術》雜誌 32期報導投考美術系的資訊專欄中，當時文化大學美術系系主任施翠

峰教授曾做了以下的介紹： 

因為文化學院美術系除了設計組是研究實用美術的，所以畢業後都到傳播

公司、電視台、廠商去做設計的工作以外，西畫組或國畫組……37。 

由於經濟快速成長，使得社會上大量美術設計人才的需求迫切，學校因而積

極的培養人才，各級學校除了美工科之外，也接二連三的成立廣告設計科，從事

廣告設計的工作成為當時美術設計相關科系學生畢業後的熱門職業。 

經濟高度成長的結果，商業的目的提高，迫切需要提高效率。此時，大家都

認為美術設計是可以達到商業推廣及商業目的的一項工作，且美術設計中的「設

計」，有別於美術，不應再冠以美術之名。因此，商業導向的趨勢，使「商業設

計」名稱便逐漸取代了「美術設計」，甚至當做行銷的一部分。配合行銷策略，

在商業成長的社會各階層不斷的掀起一連串的高峰。影響所及，前述之銘傳商專

於民國五十五年成立的「商業推廣科」，於六十年改名為「商業設計科」，這可能

                                                        
37 施翠峰，〈寫給有志投考美術系的考生〉，《美術》，32期，頁 22-23，1973。 



 

 

是國內最早使用「商業設計」名稱的開始。筆者曾於七十四年回國在該科專任教

職一年，據科主任蕭汝淮先生說，改名稱的理由，一方面也考慮到「商業推廣科」

簡稱為「商推科」時不好聽的緣故。 

民國六十二年六月《美術》雜誌刊出美術相關科系的簡介時，在該科的宗旨

及教學內容上，有如下的說明： 

商業設計科的教學目的是：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培植目前最需要的商業設

計人才，從事商品設計、包裝設計，廣告設計，商店內部與櫥窗設計、以

及展覽館及展覽攤位的設計。38
 

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何耀宗先生出版了《商業設計入門》一書，內容豐富，

為當時學生所必讀，他在序言中提到「在商業上為了更進一步增加販賣，而廣泛

地應用近代精神及技術的一切造形設計，稱為商業設計。它包括：商品計劃、宣

傳廣告、販賣援助以及公共關係等等。」39從此文及銘傳商專商設科的設立宗旨

看來，「商業設計」明顯標示了商業的企圖，且牽涉到商品計劃、廣告、公共關

係等等，與前面所提之「美術設計」的意義或範疇已經有明顯的差別。而從內容

來看，「商業設計」較偏向於與商品促銷相關的廣告設計與包裝設計，或是為促

進外銷有關的展覽館及展覽攤位的設計等等。且在學術上被當做是與工業設計相

對之一個獨立的領域。 

然而即使如此，「商業設計」仍然無法完全擺脫「美術設計」的過渡性影響，

所有與美術設計相關的科系，仍然統一須要經過美術術科的考試，且特別在幾本

圖書的書名上，如呂茂雄先生的《商業美術設計》（民國六十二年）、蘇茂生教授

的《商業美術設計─現代插畫及海報設計篇》（民國六十三年）、呂清夫教授翻譯

的《企業與美術設計、商業美術設計講座》（民國六十六年）等等，都還把「商

業」與「設計」之間加上了「美術」兩字。六十年代可說是「美術設計」與「商

業設計」交集的時期，也可以說是由「美術設計」過渡至「商業設計」的時期。 

民國七十三年，中原大學首創大學中唯一的商業設計系，雖然「美術設計」

教育，在民國五十二年文化大學成立的美術系內就已達到大學層次，但此時「商

業設計」系名之在大學使用，仍具有特殊意義。 

一個系所的設立，早則四、五年，晚則一、二年前必須提出申請；中原大學

商設系於七十三年奉准招生，換句話說，早在二、三年前就應有此規劃，因此也

                                                        
38 〈大專院校美術科系簡介〉，《美術》，32期，頁 19-22，1973。 
39 何耀宗，《商業設計入門》，頁 4，雄獅圖書公司 1974。 



 

 

說明了六十年代末期，「商業設計」觀念的普及已漸成氣候。因此，由六十八年

國立臺中商專商業設計科之設立、外貿協會成立包裝設計組推展商業設計、聯廣

公司邀伊東壽太郎來台演講 CIS、以及六十九年臺灣地區廣告量突破 100億元，

均可看出當時「商業設計」的盛況。此外，由於電視廣告快速成長，「商業設計」

也從原本的「美術」設計，擴大到「影像」的領域。 

中原大學商設系以「行銷與設計結合」為教學目標，加上附屬在商學院裡，

於是商學的色彩甚重，且學生不經過術科的考試，可說是與「美術」體系較沒有

關係的系。受到該系的影響，銘傳商專商業設計科及與商業設計非常接近的輔仁

大學應用美術系，也相繼的取消了美術術科考試。 

七十三年一月，麥當勞漢堡在國內登陸，除了帶動了速食業的快速成長外，

對於產業整體性 CIS的導入也有宣導的作用，接著而來的如統一麵包便利商店、

宏碁電腦、裕隆汽車等等都推出 CIS 的製作，這種 CIS 的熱潮，除了把「商業

設計」的角色與功能提昇至最高點，也把商業設計是行銷策略之一部分的觀點，

深植於行銷的階層中，於是行銷專家跨行或執行企業 CIS之決斷等時有所聞，成

為「商業設計」時代的一項特色。 

七十年代是創造「臺灣奇蹟」的年代，不僅在經濟上，政治（七十六年解嚴）、

文化（七十年文建會成立）等等均呈同步性的變遷，與「商業設計」相關的活動、

展覽、講座也極為熱絡，中原大學商設系與臺中商專商設科、銘傳商專商設科等

等也在教育的體系中，逐漸的建立了「商業設計」的學術領域，因此，七十年代

以後的「美術設計」，說是「商業設計」時期似乎一點也不為過。民國八十年成

立的國立雲林技術學院商業設計技術系以及國立臺灣工業技術學院的商業設計

研究所，都可看成為此一影響的延伸。 

七十年代末期，學者們開始思考「商業設計」的定位問題，特別是在商業結

合設計的教育目標下，要傳授美術設計、影像技術與商業的知識與技能確實有其

困難；且所謂「商業」的設計，到底是那一種商業，其範圍大而模糊，這樣的看

法終於在雲林技術學院商業設計技術系成立之時的討論會上，由在座的各校學者

們提出討論，同時提出了「視覺傳達設計」的名稱。當時由於「視覺傳達設計」

是比較生疏的名稱，一般人也不易了解。雲林技術學院仍使用「商業設計」的名

稱，或許有此考量。 

學者們之所以提出「視覺傳達設計」的主張，一方面由於國外大部分均採用

這個名稱，同時亦考量「商業」社會走到極致之時，人們對於人文、環境等各方



 

 

面之反省應有關連。 

「視覺傳達設計」雖然當時設系不成，但其影響及形成的共識已經擴大，實

踐設計管理學院前身的五專部應用美術科中已明確列出「視覺傳達設計」為其三

大教學目標之一，而大葉工學院已奉准於八十三年成立「視覺傳達設計系」參與

聯招。而目前的雲林技術學院商業設計技術系也將於今年（民國八十四年）改為

視覺傳達設計系。 

講到「視覺傳達」，便要從「傳達」的種類談起。民國六十四年何耀宗先生

所著《平面廣告設計》一書中，曾在封面書名的上方使用了「視覺傳達與情報美

術」的副標題，並在序言中提到「……大量傳達的方法有透過語言和聲音的聽覺

傳達，如廣播、廣告歌曲、口頭宣傳、演講等等。另一種是使用文字與圖形的視

覺傳達。如報紙、雜誌、海報、傳單等等印刷物廣告……」40。由此聯想，若從

傳播學的領域來看，「視覺傳達」名稱在國內的使用，或可追溯得更早。 

傳達若依感官來分，可分為視覺、觸覺、嗅覺、聽覺，從現代商業設計的角

度來看，不論是視覺、嗅覺、聽覺，都可以說包含於商業設計的範圍。一部商業

影片（CF），不就包含了視覺、聽覺嗎？而視、聽、嗅、觸覺兼具的禮品包裝設

計也經常看到。因此，由於視覺傳達設計包含在商業設計裡面，且因商業設計的

範圍大而模糊，而主張縮小範圍成立「視覺傳達設計系」的考量也許會產生。但

是，問題並非如此單純，因為視覺傳達設計的內容，也有不屬於商業設計範圍的。

在拙著《商業設計》一書中，本人曾對此做一番解釋。 

……商業設計是伴隨著商業性行為與目的的，而視覺傳達設計，則完全著

重於視覺上之完善而健全之傳達，與是不是符合商業性的目的並非是絕對

性的。例如：交通號誌之設計，使行人、司機能一見而會意，達到交通之

流暢，與商業性直接的目的並沒有關係。另外，公共設施之標誌設計，也

與商業性之目的有段距離，因此這兩者之關係雖然密切，但並非相等。當

把視覺傳達設計應用在商業上時，我們可以稱之為商業設計，諸如包裝、

廣告等等。而把視覺傳達設計應用其它方面者也有，如政治性的宣傳、標

語、漫畫及文化性的海報等等也相當普遍。因此，視覺傳達設計本身具有

其獨立的學術領域。41
 

如上所述，到底「商業設計」與「視覺傳達設計」的範圍誰大誰小，各有各

                                                        
40 何耀宗，《平面廣告設計入門》，頁 6，雄獅圖書公司 1974。 
41 林品章，《商業設計》，頁 25-26，藝術家出版社，1986年初版。 



 

 

的看法。也許是社會多元化與專業化兩極發展的一種正常的現象吧！尤其在今日

資訊複雜的時代，各傳達媒介（視覺、觸覺、嗅覺、聽覺）無所不用其極。「美

術設計」從早期依賴美術，發展至以商業導向之「商業設計」，如今又導入「視

覺傳達設計」之名稱與觀念時，要把「美術設計」發展的方向加以明確化，確實

是一件困難的事。而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今日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領域可以單

獨完成，特別是電腦繪圖的應用，雖然給予美術設計上很多的方便，但也令吾人

更體會到學際整合的未來趨勢及其重要性。而每一位美術設計相關之教育者或工

作者，也應體會到早期「美術設計」的原初定義與範圍，已經不符合時代了。往

後的美術設計，是否仍要依賴美術或商業導向，或是隨著科學的步調給予人們生

活型態之影響而跟著有所調整，已經是我們從事「美術設計」教育者應該深思的

問題。 

1973 年（民國六十二年）東京教育大學遷校，並改名為筑波大學，藝術科

系則於 1975年開始招生，當時把東京教育大學時代之部分「構成」學科的印刷、

攝影、視覺傳達設計等等，予以獨立，成為一專門的研究，取名為「視覺傳達設

計」。這樣的改變，雖然具有學科細分的意義，但在日本 1970年（民國五十九年）

舉辦大阪萬國博覽會時之呈現科學技術的成果看來，更其有因應時代變化之象徵

意義。 

日本千葉大學視覺傳達設計領域專攻的教授村越愛策，對於今後視覺設計的

發展，提出了下面的看法： 

……激動的二十世紀之中，從圖案開始，歷經商業美術、廣告設計，然後

把名稱慢慢的改變成 Graphic Design。我個人認為，今後的視覺設計，將

比現在更廣範圍地加以處理，因為第一：它與所謂資訊（情報）的視覺提

示直接相關，第二：它與人類活用電腦的普及相關，第三：它與其他設計

領域的境界不容易判別。」42此外他認為今後的視覺傳達設計將分成三大

類，即一、平面設計（Graphic Design），如平面印刷物、立體包裝等等，

二、與環境、器具相關的東西，如標識（Sign）。三、與電腦相關連的東

西，如電子排版等等。 

如今，「視覺傳達設計」已於八十三年度起，成為大學中的系名，此後課程

內容及定位問題，料將引起議論。個人認為議論之事難免，把「美術設計」導至

「合理的」、「人性的」、「自然的」、「環境的」的一種視覺傳達設計，便是這個時

                                                        
42 村越愛策，《Industrial，Design）頁 161-163，日本朝倉書店 1993。 



 

 

代的種種因素造成的，這樣的結果除了樂觀其成外，更應加以珍惜。 

 

伍、結語 

許多學科原本就具有具體而明顯的成立條件，因此，在早年便已慢慢形成。

有的學科則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只處於某種學科內的部分地位及內容，而後隨著

人類科學的進步、智慧的精進，加上與人類的生存和生活需要有關，才又慢慢從

附屬地位中獨立出來。 

早期的臺灣，由於美術設計的專業地位尚未形成，許多與美術設計相關工作

需要依賴繪畫來表現，因此，成為美術家為了維持生活而兼差的行業。到了民國

五十年代，臺灣社會隨著工商業發達，美術設計需求很大，此時，專職的美術設

計工作已經形成，但由於仍具有美術背景的人員參與，美術的基礎被當作是必備

的條件，因此「美術設計」的名稱乃廣泛流傳，且被當作英文「Design」的譯語，

其範圍幾乎涵蓋各項專業設計的領域。此一時期可以稱得上是美術設計的輝煌時

期。但由於此時美術設計的定位不清楚，甚至連室內設計、櫥窗、戶外看板、工

業設計等等工程性的工作也包含其中，再加上當時畢業於「美工科」的學生投入

這項工作，於是造成了美術設計與美工設計觀念上的混淆。 

到了民國六十年代，商業社會的競爭趨烈，使得美術設計的地位更加提昇，

且被當做產品行銷促銷的利器，於是，美術設計披上了一層商業目的的色彩，而

漸漸脫離「美術」的藝術性聯想，因而出現了「商業設計」的名稱，同時也縮小

了原本「美術設計」涵蓋所有專業設計領域的範圍，而偏向於與商業行銷具有密

切關係的廣告設計與包裝設計。然而，在「商業設計」觀念發展尚未成熟及「美

術設計」的影響仍存在的關節上，因而出現了綜合「商業」與「美術」的「商業

美術設計」之名稱。此一時期，可以稱得上是美術設計與商業設計的交集時期。 

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及七十年代初期，行銷導向的趨勢發展至高峰，設計與行

銷結合的觀念在社會上普受重視，於是「商業設計」的名稱與觀念不僅受到社會

的認同，且在大學中也成為獨立的系名，此一時期可以說是「商業設計」的時期。 

民國七十年代末期，環保意識抬頭，人們從工商業過度發展造成的環境破壞

中覺醒，於是「商業設計」的定位被動搖，而出現了「視覺傳達設計」的名稱，

訴求以「人」為中心的設計觀念，並從視覺傳達的客觀立場去思考設計的問題。

此一觀念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發展成熟，成為大學中的系名。 

以上所述，雖然是針對我國「美術設計」發展的歷程，但回顧西方設計史或



 

 

檢視日本「美術設計」的發展途徑時，卻可發現都是依循著美術的影響至商業導

向，最後才回到設計的立場來看設計問題。 

社會多元化的發展，導至資訊複雜化，於是解決各項問題的專業技術，就需

要更加發展與精進，且儘速整合各方面的技術，因此，相同的領域而發展出不同

的特色也為社會多元化與專精化的正常現象。也因此，學科名稱、內容、意義會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各方面的互動需要而有所調整，且將自然形成。如今雖然是「商

業設計」與「視覺傳達設計」並存的年代，但也將在這種趨勢下，發展出各自的

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