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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級 藝設三乙 姓名 鄭○○ 日期 2012/11/14 

講者 呂豪文 講題 文化創意商品開發策略 

演講筆記與心得 

文化創意產業源自創意或文化累積，坊間卻不盡認同。 

一、文化加值與國際風格：文化創意>區域風格，國際風格> 

1.幾何 2.共同形狀 3.各地適用、接受 (或沒有風格) ex.當地特色、盛產、配合媒材 *台灣高

山、產竹。  

二、整”理”是創意的實現：解決、落實思想和創意。 

1.了解設計原意初衷：機會是留給勇於突破的人 2.探究其他尚未思及的面相 3.完全簡化，在賦

予相關適當的元素：歸零反而重要 4.反省生活的需求與生命的意義：缺少檢視需求缺少機會 5.

掌握設計趨勢，融入現代生活：較能預測流行 6.材質加工與生產技術的應用創新：業界只是形

狀改變不算真創意 7.設計方法的思考導入：創意方法：比較、條例、轉化、定位、極限、激發 8.

留意環保議題  

三、有平台就有人才？：台灣許多方面將近飽和？ex.建築業>創造平台(大部分由政府)增進人才。 

四、參與經濟活動最活躍的文化人！創意人(設計師)一定是文化人 。 

五、設計與生活無關  

六、工藝與工業的互補有無！質與量並重，工藝與工業共存？：可掌控與不可掌控：打版與刺繡 

七、賣相是最好的創意：1.經驗>以 5W1H自問、情境模擬 Simple. Appropriate. FE 2.不要因為

外觀犧牲了功能 3.勿太樂觀(擁有理性) IDECO：理念：生活、品質與創意，主賣歐洲：設計真

誠表現質感很重要 *品牌只是一個身份 *研究方法解決設計問題。 A1.評估不嚴重，就勇於嘗

試，獨特性，不安逸現況、找到最適合的位置 A2.設計是主觀卻善解人意，了解真正的需要，有

意識的人格分裂 A3.兩極化反應是有價值的：有討論的空間 A4. 1.人才素求有沒有提升？ 2.有

沒有接到好設計？(增加平台) 3.利潤有沒有增加？ 剛進業界的前 15年：體驗造型>符合市場>

設計趨勢，工作未來規劃 *未來可能自由業&設計業為主流 

 

聽講提問與互動 

請簡述本次講座您所提的問題：  

自己有什麼突破？ 接觸過各國的不同喜好與市場？                     

請簡述講者對您的問題之回應： 

學習：環境、發覺自己的興趣、安排策略、廣於吸收，工作、創業：要求更好、預測市場、*展

示&主題>看出市場策略。 

第一次設計通常是最好的 *設計就是一件事：掌握重點 2. B to B(品牌對品牌)較多, B to C(品

牌對客戶) 較少 。 

法：曲線，德：直線，現大多趨於客製化、文創商品。 

 

課後延伸閱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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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舊建築的新生命－芬蘭老房藥局 

（用在地知識未建築延命 芬蘭老房藥局 Rakennusapteekki） 

文章作者：巫祈麟 

出版資料： 

a+ (art plus) 第四期 2012 年 02月 

讀後心得： 

 

  芬蘭老房藥局顧名思義是一間專門為老房子開設的藥局，起源是芬蘭人解決為了修繕老房子

而遇到的種種困難所開設的小天地，但是更深層的一面是芬蘭人為了延續對舊式木屋的喜愛而開

設的。起出的形式只是一個二手市集，人們在其中交換不捨得丟棄的物品或是一些互相交換修整

結構材料的知識，漸漸的越來越多人響應而因此擴大，最後在幾位友前、有力、有心人士的貢獻

與努力之下，開設了這一間老房藥局。老房藥局的內部佈置十分溫馨，就像是家一般的佈置與氛

圍，而許多房間教授著不同的修繕和維護知識，也擺放著不同的器具、材料與擺飾，除了主要銷

售展示著供給老房的”藥方”外，此間老房藥局也是當地居民做銷售副業的絕佳評台。而這間老

房子的存在似乎有點不單純只是買賣，也還有展示教學傳承的用意，此間木屋本也是一間頗有故

事與歷史博物館，經由老房藥局的建立，此間木屋現再也繼續著它本身的使命坐立在芬蘭的皮納

斯小鎮中。 

 

  在這篇文章中我看到了因為存有問題而去尋找解決的方法，使著老房藥局的誕生，而老房藥

局繼承著當地居民的情感與想法被佈置成溫馨向家一般的地方… …在這當中都充滿著計畫與

設計，並且此計畫與設計能夠符合眾人的需求，在歷史與世界之中是獨特、有效益且符合當地社

會價值。創立老房藥局的芬蘭皮納斯居民了解到自己本身的需求盡而發現的對需求的情感，在這

基本的原理根基之下老房藥局才得以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