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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NOKIA 造形文法規則推導範例 

 

本章將以 NOKIA 8 系列時尚系列分支的四款行動電話為例，進行造形文法規則的

推導。將行動電話的造形特徵元素劃分為：a.系列行動電話基本輪廓（a-1.滑蓋或非滑

蓋）、b.螢幕、c.螢幕外輪廓、d.主功能按鍵群（d-1.選擇鍵、d-2.捲動鍵、d-3.通話鍵 / 

結束鍵）、e.數字按鍵群（e-1.兩側數字鍵、e-2.中央數字鍵）、f.聽筒、g.麥克風、h.

天線，共八個部分，如圖 5-1 所示。此八項造形特徵元素的名稱，是參考 NOKIA 行動

電話的操作說明手冊所編列；而英文字母代號，是透過本研究多次嘗試之後，根據行

動電話造形特徵的建構順序做編列，以便操作範例的進行。 

 

本研究分別對各造形特徵進行關聯性的觀察，根據造形發展的關聯性尋找共同規

則，進行造形文法規則的推導與統整。 

 

本研究將文法規則部分定義為「基礎原形產生規則」與「造形特徵變化規則」兩

種。每一個造形特徵都會建立此兩項規則，並以線條圖配合文字說明的方式呈現。

「基礎原形產生規則」是定義每一個造形特徵的基本形，用以描述此基本形的型態，

以及說明此基本形的建構方式，在文法規則編號中以「c」（creation）代表；「造形特

徵變化規則」則是定義每一個造形特徵基本形的變化形態，用以說明此基本形可能的

變化方式，在文法規則編號中以「m」（modification）代表。 

 

文法規則依各造形特徵元素的代號來編列，並加入先前所提到的 c 和 m 代號來標

示「基礎原形產生規則」和「造形特徵變化規則」。例如（Rule 8a-c01.）中的 8a 代表

8 系列的行動電話基本輪廓，c01 則代表基礎原形產生規則的第一條規則；又例如

（Rule 8b-m02.）中的 8b 代表 8 系列的螢幕，m02 則代表造形特徵變化規則的第二條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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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NOKIA 行動電話造形特徵元素劃分 

 

本研究觀察 NOKIA 行動電話的主要特徵後，發現其音量控制鍵的位置都在行動

電話左側邊，電源鍵除少數幾個機型之外，幾乎都設計在行動電話的頂端或右側邊。

因此，不將音量控制鍵與電源鍵兩者納入研究範圍中，本研究將 NOKIA 行動電話正面

所需具備的重要基本造形特徵元素，劃分為八個主要部分，如圖 5-1 所示。 

 

 

圖 5- 1  以 NOKIA 7110 為例，劃分造形特徵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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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NOKIA 8 系列的時尚系列分支行動電話造形文法規則推導 

 

根據 NOKIA 行動電話系列分析，本研究以造形延續性較佳的系列分支，來進行造

形文法規則的推導。根據每個造形特徵元素發展的趨勢及關聯性，建立每個造形特徵

元素的「基礎原形產生規則」與「造形特徵變化規則」。由於 NOKIA 行動電話的系列

分支眾多，在此舉 NOKIA 8 系列的時尚系列分之為例，因其造形延續性較佳。首先列

出其依演化順序的四款行動電話：8210、8250、8310 和 8265，如圖 5-2 所示。接著將

這四款行動電話建立其輪廓線條圖，如圖 5-3 所示，以便進行文法的推導。 

 

 

圖 5- 2  NOKIA 8 系列的時尚系列分支四款行動電話 

 

 

圖 5- 3  依造形各特徵元素建立各行動電話的輪廓線條圖 

 

由於 8 系列的時尚系列分支行動電話，並無 a-1.滑蓋或非滑蓋和 h.天線兩項造形特

徵元素，因此不編列此兩項文法規則。本研究推導並歸納出各造形特徵元素的文法規

則，以圖片配合文字說明的方式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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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行動電話基本輪廓 

a   行動電話基本輪廓─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由於 8 系列的時尚系列，基本輪廓曲線變化差異不大，因此以 8210 與 8250 的初

期輪廓為基準。一個四角均有圓角的直立對稱長方形，此長方形的長寬比約為 5：2，

αβ：βγ≒5：2，αβ之間是一條向外突出的曲線，βγ之間則是向內微微凹入的

一條曲線，形成一個有腰身的直立對稱長方形，ρ點向下的拉伸的程度比ο點向上拉

伸的程度大。(Rule 8a-c01.) 

 
 

b   行動電話基本輪廓─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β和β` 兩點可微微向內縮，使側邊曲線更加明顯，8250～8310 之間有這樣的演

變趨勢。(Rule 8a-m01.) 

 
 

γ和γ` 兩點可微微向外擴張，使側邊曲線較為平滑，8250～8265 之間有這樣的

演變趨勢。(Rule 8a-m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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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螢幕 

a   螢幕─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從 8210～8265 之間，螢幕的大小、形狀完全沒有改變。螢幕長寬比例約 2：3，

一個四角均有小圓角的長方形，位置約在行動電話輪廓的中央偏上。(Rule 8b-c01.) 

 

 
 

b   螢幕─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從 8250～8310 之間，螢幕位置微向上移動，而 8310～8265 之間，螢幕又回到原

來的位置。螢幕輪廓的位置可以在螢幕外輪廓之內垂直向上微微移動。(Rule 8b-m01.) 

 

 
 

螢幕輪廓的位置可以在螢幕外輪廓之內垂直向下微微移動。(Rule 8b-m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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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螢幕外輪廓 

a   螢幕外輪廓─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螢幕外輪廓是一個水滴形狀的大曲線，從上方邊緣開始延伸，由兩條曲線組成一

個區域，在行動電話上是一個裝飾零件，水滴形狀的下緣必須超過行動電話整體的中

央，螢幕外輪廓必須包圍著主功能按鍵群，且下方邊緣的輪廓與主功能按鍵群的造形

必須相互配合，作整體的設計。(Rule 8c-c01.) 

 

 
 

b   螢幕外輪廓─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螢幕外輪廓的上緣，延伸到行動電話的頂端做連接，在 8210 和 8250 上有這樣的

做法。(Rule 8c-m01.) 

 
 

螢幕外輪廓的上緣連結處在行動電話正面，平行於基本輪廓的上緣，8250～8310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c-m02.) 

 
 



 
 

第五章、NOKIA 造形文法規則推導範例 

 67

螢幕外輪廓的下緣兩側向外拉伸，變成兩邊較寬闊而圓潤的造形，8250～8310 之

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c-m03.) 

 
 

螢幕外輪廓的下緣兩角，變得較為方正，出現較尖銳的邊角，而中央向下拉伸，

形成一個兩側圓弧的尖角，831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c-m04.) 

 
 

螢幕外輪廓的兩條輪廓線，外圍的輪廓線可以向下拉伸，使輪廓線下緣的部分較

厚，8210～8250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c-m05.) 

 
 

螢幕外輪廓的兩條輪廓線，外圍的輪廓線可以向下拉伸，以至包圍數字按鍵群的

部分，8250～8310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c-m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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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外輪廓的內側曲線被截成兩斷，轉變為兩側的裝飾線條，以螢幕外輪廓下緣

包圍住主功能按鍵群，在 8265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c-m07.) 

 
 

5-2-4   主功能按鍵群 

主功能按鍵群分布在螢幕外輪廓與螢幕輪廓之間所圍出的範圍之內，且主功能按

鍵群的造形必須配合這個範圍的邊緣作整體設計。(Rule 8d-c01.) 

 
 

主功能按鍵群的造形，可以類似切割的方式填滿整個區域，且主功能按鍵群的造

形必須配合這個範圍的邊緣作整體設計。(Rule 8d-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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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選擇鍵─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選擇鍵由兩個左右對稱的倒三角形組成，位置在螢幕外輪廓與螢幕輪廓所包圍的

範圍之內，在 831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d1-c01.) 

 
 

b   選擇鍵─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選擇鍵的倒三角形單元，可以在三個邊做拉伸，轉變成圓潤的造形。(Rule 8d1-

m01.) 

 
 

左右兩個選擇鍵可以相連接，中間連接的部分較瘦長，上緣較平滑，下緣較圓

潤，如 8265。(Rule 8d1-m02.) 

 
 

左右兩個選擇鍵可以向內側傾斜，如 8210。(Rule 8d1-m03.) 

 
 

選擇鍵的造形可與兩側數字鍵的造形相呼應，兩者有著相似的輪廓，在 8250 上有

這樣的做法。(Rule 8d1-m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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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捲動鍵─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捲動鍵由上下兩個半橢圓形組成，上下相連接，中央連接連接的部分較窄。(Rule 

8d2-c01.) 

 

 
 

d   捲動鍵─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捲動鍵上半部的橢圓形可以向外拉寬，形成上寬下窄的造形，在 8210 和 8250 上

有這樣的做法。(Rule 8d2-m01.) 

 
 

捲動鍵下半部的橢圓形可以向外拉寬，形成上窄下寬的造形，從 8250～8310 有這

樣的演變趨勢。(Rule 8d2-m02.) 

 
 

捲動鍵可以像水滴滴落前分開的樣子，呈現上下兩個半橢圓形，而中間較細的形

狀，中央凹陷的部分為圓潤的線條，在 831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d2-m03.) 

 
 

捲動鍵可以完全分開，而成上下兩個橢圓形，切割後內側為圓滑的線條，在 825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d2-m04.) 

 
 

捲動鍵也可以轉變為上下兩個扇形的組成方式，中央凹陷的部分為銳利的線條，

在 825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d2-m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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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通話鍵 / 結束鍵─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通話鍵和結束鍵是兩個相連接的對稱單元，基本輪廓為一個倒的拱門形狀，下緣

造形配合螢幕外輪廓下緣的造形，並排列於螢幕外輪廓下緣，通話鍵在左側，結束鍵

在右側。(Rule 8d3-c01.) 

 
 

f   通話鍵 / 結束鍵─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通話鍵和結束鍵的造形，可以倒轉成正的拱門形狀， 8210～8250 之間有這樣的演

變趨勢。(Rule 8d3-m01.) 

 
 

通話鍵和結束鍵的造形，可以被位於中央的捲動鍵切割成左右兩個對稱的單元，

825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d3-m02.) 

 
 

通話鍵和結束鍵的造形，可以和兩側數字鍵的造形相呼應，在 8310 和 8265 上有

這樣的做法。(Rule 8d3-m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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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鍵和結束鍵的下緣輪廓造形，可以順著螢幕外輪廓下緣做變化。(Rule 8d3-

m04.) 

 
 

5-2-5   數字按鍵群 

a   兩側數字鍵─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兩側數字鍵每個單元，是一個壓扁的橢圓，類似雞蛋的形狀，尖端向外，一邊四

個按鍵，左右對稱，以垂直方向排列於行動電話的下半部，如 8210。(Rule 8e1-c01.) 

 
 

b   兩側數字鍵─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兩側數字鍵的每個單元，可以增加節點的數目，使圓角變得更尖銳，8210～8250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1-m01.) 

 
 

兩側數字鍵的每個單元，可以轉變成輪廓扁長而尖銳的三角形，尖銳的一角向

內，8250～8310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1-m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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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側數字鍵的每個單元，可以轉變成向下傾斜的梯形，向下傾斜的一邊面向行動

電話的內側，831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1-m03.) 

 
 

兩側數字鍵的單元排列，可以由上到下逐漸縮小，825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

趨勢。(Rule 8e1-m04.) 

 
 

兩側數字鍵的排列，可以由上到下逐漸轉變角度，趨向行動電話的內側，形成類

似放射狀的造形，831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1-m05.) 

 
 

兩側數字鍵的排列，可以順著向下拉長延伸的螢幕外輪廓曲線排列，825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1-m06.) 

 
 

兩側數字鍵的外側造形，可以順著向下拉長延伸的螢幕外輪廓曲線做造形的變

化，825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1-m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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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央數字鍵─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中央數字鍵的單元，是一個上半部較平滑、下半部較圓潤的橢圓形。四個按鍵，

以垂直方向排列於行動電話下半部中央，高度必須低於兩側數字鍵。(Rule 8e2-c01.) 

 
 

d   中央數字鍵─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中央數字鍵的每個單元，可以轉變為的四邊導圓角的倒梯形，上緣較平滑，下緣

兩側為圓潤的兩個角，8210～8250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2-m01.) 

 
 

中央數字鍵的每個單元，可以轉變為倒三角形，上緣較平滑，下緣為圓潤的角，

825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2-m02.) 

 
 

中央數字鍵的排列，可以由上到下逐漸縮小，825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

勢。(Rule 8e2-m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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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聽筒 

a   聽筒─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聽筒的單元可以是正圓形，數量 3~10 個，左右對稱排列於行動電話的上半部。

(Rule 8f-c01.) 

 
 

b   聽筒─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聽筒的單元可以由正圓形橫向拉伸為扁長的橢圓形。(Rule 8f-m01.) 

 
 

聽筒的排列，可以以 M 字形排列，在 821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f-m02.) 

 
 

聽筒的排列，可以以微笑形排列，在 825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f-m03.) 

 
 

聽筒的排列，可以以 V 字形排列，在 8265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f-m04.) 

 
 

聽筒的排列，可以以環繞形式排列，在 831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f-m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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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麥克風 

a   麥克風─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麥克風的造形，可以是一個左右對稱且向下彎曲的半圓弧，排列於行動電話的下

方，在 821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g-c01.) 

 
 

麥克風的造形，可以圓孔為單元，隱藏在螢幕外輪廓內，在 8310 上有這樣的做

法。(Rule 8f-c02.) 

 
 

b   麥克風─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麥克風的造形，可以在圓弧兩側增加節點，轉變成上緣圓滑，而兩側有較銳利的

稜角，類似梯形的造形，821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g-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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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NOKIA 造形文法規則推導實驗 

 

上一章之文法推導主要由研究者獨立進行，其恐有主觀與不足之虞。因此本研究

接著希望透過受測專家進行行動電話造形文法的推導，發現更多造形文法推導的觀

念，以及文法規則的表現方式。並比較受測專家與研究者之間，對於造形特徵與文法

規則推導的認知差異。也藉由訪談結果的分析，統整出不同受測專家的文法規則推導

概念，以修正本研究於第五章所推導的造形文法規則，使其更具完整性及客觀性。 

 

6-1   實驗對象 

 

本實驗以五位兼備工業設計背景，及消費性電子產品相關設計工作經驗，並曾使

用 NOKIA 系列行動電話之專家為實驗對象。五位受測專家皆為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

所的研究生，其基本資料如表 6-1 所示。 

 
表 6- 1   受測專家基本資料 

受測專家代號 性別 專業領域與年資 使用過的 NOKIA 行動電話 

受測專家 A 女 金工設計 3 年、工業設計 1 年 8210 

受測專家 B 女 工業設計 5 年 3310、3315 

受測專家 C 男 工業設計 4 年、珠寶設計 1 年 6150、3210、8855 

受測專家 D 男 工業設計 5 年 3210、6510 

受測專家 E 男 工業設計 6 年 5130、8910 

 

6-2   實驗工具 

 

在此文法推到實驗中，本研究 NOKIA 8 系列時尚系列分支的四款行動電話，

8210、8250、8310 和 8265 之 1：1 照片及線條圖，排列於 A4 紙上。每一位受測專家分

別給予照片圖一張和線條圖一張（如圖 6-1），以及五張各造形特徵部位的線條圖（如

圖 6-2），包括 a.行動電話基本輪廓、b.螢幕、c.螢幕外輪廓、d.主功能按鍵群、e.數字

按鍵群、f.聽筒和 g.麥克風，共七個部位，其中佔較小面積的部分，共用同一張線條

圖，包括 a.行動電話基本輪廓和 b.螢幕合為一張，以及 f.聽筒和 g.麥克風合為另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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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  NOKIA 8 系列時尚系列分支行動電話的 1：1 照片和線條圖 

 
 

 

 

 

 

 

 

 

 

 

圖 6- 2  NOKIA 8 系列時尚系列分支行動電話各造形特徵部位的線條圖 

 

6-3   實驗進行方式 

 

本實驗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實驗內容說明階段、文法規則推導階段、個人訪談

階段和共同討論階段。每個階段的簡單說明如圖 6-3 所示： 
 

 

 

 

 

 

 

 

 

圖 6- 3  實驗流程圖 

實驗內容說明階段 

文法規則推導階段 

個人訪談階段 

共同討論階段 

使受測者了解實驗的內容 

了解受測者文法規則推導與表現的方式 

了解受測者的文法規則推導概念 

統整受測者共同的文法規則推導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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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實驗內容說明階段 

 

為了使受測專家了解本實驗的目的和方式，在實驗進行之前，先對受測專家進行

造形文法的簡單介紹，以及文法規則推導的概念說明，使受測專家了解造形文法的推

導與應用觀念。說明內容不涉及本研究所推導的文法規則內容與概念，以不影響受測

專家的主觀認知為原則。 

 

6-3-2   文法規則推導階段 

 

進行方式是請受測專家以自己的想法，運用繪圖或文字等方式，在「NOKIA 8 系

列時尚系列分支」的照片圖及線條圖紙本上，進行造形文法的推導，不限制推導及文

法的表現方式。完成之後，再請受測專家個別閱讀上一章本研究所推導的造形文法規

則，使受測專家了解研究者推導的方式及觀念，以利個人訪談階段的進行。 

 

由於造形文法的推導相當複雜，需要較多的時間推想，在推導過程可能無法於一

段連續的時間內完成。若長時間進行，很容易造成受測專家精神疲勞，影響文法推導

內容的完整性，因此，此階段的實驗，請受測專家個別將實驗用的照片圖和線條圖紙

本帶回自行進行，不限定進行時間，以受測專家的步調與方便，完成文法的推導，過

程也不做紀錄。 

 

6-3-3   個人訪談階段 

 

此階段以開放式訪談的方式，請受測專家個別說明自己所推導的 8 系列時尚系列

分支的造形文法，內容包括推導的方式、想法和概念，以及造形文法的表現方式等。

並比較受測專家與本研究兩者之間，推導概念的差異。 

 

接下來也以開放式訪談的方式，請受測專家回答幾個問題，目的是希望從此部分

問題的回答內容，得到一些文法規則推導之外，對於本研究有益的資料，以幫助下階

段文法規則的修正，及做為操作範例時的參考依據。此部份全程錄影紀錄，以便於結

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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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大綱如下： 

1.簡單敘述推導文法規則時，所遇到的困難或問題。 

2.從造形文法的推導過程中，最能突顯 NOKIA 行動電話品牌識別的造形特徵元素有哪

幾項？ 

3.提供一張本研究先前所建立的「NOKIA 行動電話系列發展年代圖表」，從中舉出認

為最具 NOKIA 代表性的系列分支有哪些？並說明選擇的原因。 

4.推導出的文法規則應如何實際應用於設計上，包括具 NOKIA 風格的行動電話及非行

動電話產品。 

 

6-3-4   共同討論階段 

 

由五位受測專家與研究者，以 8 系列時尚系列分支的造形文法為主題，針對五位

受測專家不同的推導概念，進行協調性的討論，將文法推導階段中，每一位受測專家

的推導概念整合，使五位受測專家皆達成共識，以進行本研究的造形文法規則修正，

使其更具完整性。此部份全程以錄影的方式紀錄，以便於結果的分析。 

 

由於此部份的內容，與個人訪談的內容相關性甚大，因此共同討論的訪談內容將

與個人訪談的內容一起進行統整的工作，最後將統整為整體的文法規則推導概念。 

 

6-4   實驗分析 

 

實驗結果的分析方式，是根據五位受測專家的文法推導的紙本，配和個人訪談過

程的紀錄影片，進行口語要點的萃取，並將口語要點轉化為文法規則推導的概念，再

將這些概念依照各造特徵元素劃分，最後歸納成各造形特徵元素的文法規則推導概

念。 

 

接下來，也將共同討論階段的訪談內容中，達成共識的概念重點，加入最後歸納

出的各造形特徵元素的文法規則推導概念之中。最後，參考這些達成共識的概念，進

行文法規則的修正。此分析與歸納架構如圖 6-4 所示。 

另外，個人訪談階段中的問答內容，將依照問題與回答內容的類型進行歸納。這

部分也將加入共同討論階段中相關的訪談要點，最終亦歸納成達成共識的共同概念，

以供文法規則應用操作範例時做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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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4  專家小組造形文法推導概念分析與歸納架構示意圖 

將口語要點轉

化為推導概念 

將概念依造形 
特徵元素劃分 
並進行概念歸納 

a.行動電話 
基本輪廓 

b.螢幕

c.螢幕外輪廓

d.主功能按鍵群

e.數字按鍵群

f.聽筒

g.麥克風

五位受測專家 
的文法推導要點 

受測專家 A 的 
文法推導內容 

受測專家 B 的 
文法推導內容 

受測專家 C 的 
文法推導內容 

受測專家 D 的

文法推導內容 

受測專家 E 的 
文法推導內容 

加入達成共識 
的概念重點 

剔除特殊而 
未達成共識的概念 

五位受測專家 
共同討論的要點 

造形文法規則修正

研究者自行推導

的造形文法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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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實驗結果 

 

個別訪談五位受測專家之後，本研究將個別訪談結果分成兩個的部分，針對五位

受測專家的訪談內容進行分析。 

 

第一個部分是五位受測專家個別說明自己所推導的造形文法規則內容，以及推導

方式的紀錄分析。依照行動電話各造形特徵進行分析，分析內容分為三個欄位，第一

個欄位是行動電話的造形特徵。第二個欄位是口語要點紀錄與註記，內容是根據訪談

的紀錄，挑選出各造形特徵推導概念說明的重要內容，並加上概念註記。而第三個欄

位是根據口語要點紀錄與註記，將造形文法推導的重點概念做歸納。如表 6-2 所示，

由於內容過多，在此僅舉受測專家 A 的部分內容為例，完整內容於附錄三中詳述。 

 

第二個部分是受測專家回答問題內容的紀錄分析，也分成三個欄位，第一個欄位

是問題的類別，第二個欄位是口語紀錄，紀錄受測專家所述內容中的重點，第三個欄

位是針對口語紀錄所做的概念歸納。如表 6-3 所示，由於內容過多，在此僅舉受測專

家 A 的部分內容為例，完整內容於附錄三中詳述。 

 

最後於下一節，將五位受測專家第一部份的造形文法推導的概念歸納，以及第二

部分問答重點的概念歸納，分別做進一步的統整，整合成共同的概念表，以幫助進行

本研究的造形文法規則修正，以及應用文法規則的操作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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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  受測專家文法推導說明要點紀錄與分析表 

行動電話

造形特徵 口語要點紀錄與註記 造形文法推導的概念歸納

a.行動電

話基本

輪廓 

‧因為是演化的嘛，所以會從自然現象來聯想…像造山運

動一樣，有被擠壓的感覺…擠了之後就有曲線出來【側

邊曲線】…這樣擠了之後，就會產生往上的感覺，上面

自然就變寬了【側邊曲線】…後來，時間久了之後，又

會降下來，雖然還是有曲線，可是是有點回來、被修正

的感覺…【側邊曲線趨向平滑】 

‧以側邊曲線定義行動電

話基本輪廓的原形 
‧側邊曲線有漸趨平滑的

發展趨勢 

b.螢幕 ‧畫兩條線…到這個地方(指 8310)是往上的…後來又回來

(指 8265)…【螢幕位置的改變】 
‧螢幕位置可上下移動 

c.螢幕外

輪廓 
‧就是兩個弧線(指 8210 的螢幕外輪廓)【螢幕外輪廓原

形】…然後會上下拉大【螢幕外輪廓兩曲線的間距變

化】，到最後，上面的地方被擠出去【螢幕外輪廓上緣

連結位置】… 
‧但是它(指 8265 的螢幕外輪廓)變大之後，會有隱喻的味

道…不知道你有沒有要探討顏色，其實這個地方(指 8265
的螢幕外輪廓與兩側數字鍵)顏色很明顯…就是顏色跟線

條啊，就是白色這裡，就是啊…從這邊這樣延伸下來…
【8265 的螢幕輪廓與兩側數字鍵連成一條曲線】 

‧越後面的會比前面的寬(指螢幕外輪廓兩曲線的間距)…像

這裡(指 8250 的螢幕外輪廓)，就是比白色這裡(指 8210
的螢幕外輪廓)還寬【螢幕外輪廓兩曲線的間距變化】…

‧以 8210 的螢幕外輪廓

為原形 
‧螢幕外輪廓兩條曲線的

間距可拉伸 
‧螢幕外輪廓外側曲線可

向下拉伸 
‧螢幕外輪廓上緣連接位

置可在正面或頂端 
‧兩側數字鍵可為螢幕外

輪廓的外側曲線下緣的

延伸造形 

d.主功能

按鍵群 
‧按鍵的部分…就是有點硬坳這樣子…就是要很去幫它合

理化吧【不易推導】… 
‧其實按鍵它都有切著這個邊(指螢幕外輪廓下緣)就是了…
就是隨螢幕外輪廓有變化這樣子…我覺得應該是外面這

個(指螢幕外輪廓)先吧，然後才畫按鍵(指主功能按鍵

群)…就像我們擺家具，也是先擺大的再擺小的…【主功

能按鍵群造形受螢幕外輪廓影響】 
‧這裡是有點移動、融合的感覺【分割、結合的方式】…
我就是把它分別命名 a(上捲動鍵)、b(下捲動鍵)，然後

c(左側選擇鍵)、d(右側選擇鍵)、e(通話鍵)、f(結束鍵)這
樣子【將按鍵命名】… 

‧主功能按鍵群的造形演

變規則不易察覺，以致

文法規則不易推導 
‧主功能按鍵群造形受螢

幕外輪廓造形影響 
‧以分割、結合的方式為

主功能按鍵群的造形變

化規則 
‧將六個按鍵命名 
 

e.數字按

鍵群 
‧它(指兩側數字鍵)的形狀從比較圓滑，然後變的比較有稜

有角…比較有性格的樣子…【兩側數字鍵單元有幾何化

的演變趨勢】 
‧數字鍵的配置，也受到螢幕外輪廓的空間分布的影響…
【數字鍵排列受螢幕外輪廓影響】 

‧兩側數字鍵單元有幾何

化的演變趨勢 
‧螢幕外輪廓的造形會影

響主功能按鍵群和數字

按鍵群的造形 
f.聽筒 ‧這邊也有點硬坳的感覺…【不易推導】就是上面(指聽筒

造形)會跟下面(指 8210 和 8250 的螢幕外輪廓)有呼應…
【聽筒造形與螢幕外輪廓造形的關聯性】 

‧可能是設計師可以去變化，可能畫一畫，嗯~這邊加一點

小趣味吧…這可能是還蠻自由的吧…【設計的自由度】 
‧這四個(指 8210、8250、8310 和 8265 的聽筒造形)可能不

能用演化去定義，不一定有關聯性…是它整個機子的造

形關係…【聽筒造形與整體造形的關聯性】 

‧聽筒造形的演變規則不

易察覺，以致文法規則

不易推導 
‧聽筒造形與螢幕外輪廓

造形可做關聯性的設計

‧聽筒造形與整體造形可

做關聯性的設計 

g.麥克風 ‧這邊(指 8265 的麥克風造形)會跟上面的按鍵(指 8265 左

右相連的選擇鍵)有點像…【麥克風造形與按鍵造形的關

聯性】 

‧麥克風造形與按鍵造形

可做關聯性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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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  受測專家回答問題內容要點紀錄與概念歸納表 

問題分類 口語要點紀錄與註記 概念歸納 

造形文法

的推導觀

念 

‧如果要說起始形的話，那這兩個(指 8210 和 8250)或許就

可以說是它們的起始形…因為像製造業，一定是先出一

代，那這一代一定有它的板子，然後再出下一代…它的

大小是會被限制的…譬如說你按鍵的位置不能變太大

啊…或這式螢幕多大啊，麥克風在哪裡…【內部機板的

限制】 
‧原形它(指螢幕外輪廓)應該是一個概念，是一個完整的

形…【基礎原形應是完整的形體】 

‧行動電話基本輪廓的原

形受到被內部機板的限

制，各造形特徵的位

置、大小都不會有太大

變化 
‧螢幕外輪廓的基礎原形

應是完整的形體 

造形文法

推導過程

的困難點 

‧聽筒這個地方，我覺得應該是比較自由的…很難去定

義…那這個(指麥克風)也是，好像沒有什麼規則…【設計

自由度】 

‧聽筒和麥克風的造形需

要較大的設計自由度 

最能表現

NOKIA
的造形特

徵 

‧應該就是這一條(指螢幕外輪廓)吧…它(指螢幕外輪廓)好
像把它(行動電話整體)圈住… 

‧再來是這邊(指主功能按鍵群)…可能是因為這邊(指 8250
蝴蝶造形的主功能按鍵群)吧…他們在做這邊(主功能按鍵

群)的時候，是把它做成一體的…感覺是一起在運作的感

覺…這幾個(指主功能按鍵群)是有關聯的…不是單元的…
【主功能按鍵群整體設計】 

‧或許是因為這邊(指螢幕外輪廓)框起來，所以它(主功能

按鍵群)感覺是比較跟螢幕是一個區塊的…不是跟數字鍵

一個區塊的…【主功能按鍵群與數字鍵的位置區隔】因

為別的廠牌有的是螢幕一個區塊，按鍵全部是一個區

塊… 

‧螢幕外輪廓造形是

NOKIA 的最大特色 
‧8 系列時尚系列分支的

主功能按鍵群，整體設

計的手法是一大特色 
‧螢幕外輪廓將螢幕、主

功能按鍵群區隔為上半

部，將數字按鍵群區隔

為下半部 

最具

NOKIA
代表性的

系列分支 

‧我覺得 6 系列啊…尤其時後面這邊(指 6 系列整體後半

部)…就比較不覺得那麼有 NOKIA 的感覺…越來越大眾

路線的感覺… 
‧我覺得 3 系列吧…它在顏色方面也蠻大膽的… 
‧其實它這邊(指 7210、7250 和 7250i 的部分)也蠻特別的

啊…你看它的顏色…ㄟ~其實這邊跟剛剛那個 8 系列也蠻

有味道的…它們可能可以說功能上符合 7 系列的訴求，

造形上就是 8 系列的延伸嘛…那後期(指 7200 分支之後的

部分)它可能就跳脫了…或許他們想把它(指 7260、7270
和 7280)變成不像個手機了…【NOKIA 的新風格】 

‧其實這個(指 6510)跟下面這邊(指 8 系列的時尚系列)也蠻

像的啊…其實就是這條線(指螢幕外輪廓)啊…【螢幕外輪

廓造形是 NOKIA 的最大特色】 
‧我覺得像是這邊(指 6230、6220、6020 和 6030)，感覺比

較方正的…就感覺像上班族啊…看久了就覺得有 NOKIA
的味道…【NOKIA 的新風格】 

‧3 系列配色鮮豔大膽 
‧7 系列後半部分由於創

新的造形，創造新的

NOKIA 風格 
‧8 系列的時尚系列的造

形延續到 7210、7250
上 

‧6 系列 6500 分支後半部

分，也創造了 NOKIA
的新風格 

造形文法

的應用觀

念 

‧我覺得應該是給一個原始形…然後給我可能 10 個以前有

過的可能…然後你現在變出第 11 個…如果我是公司的

話，我可能就會叫你不要用之前那 10 個…【創新的手

法】 
‧如果是其他產品的話，像他們之前不是有做一個像項鍊

一樣的東西…你可能可以用來做他們的周邊產品吧…
【非行動電話產品的應用】 

‧必須掌握 NOKIA 原始

的精神，從過去的可能

性之中，創造新的造形

特徵 
‧可應用於 NOKIA 周邊

產品上 



 
 

第六章、NOKIA 造形文法規則推導實驗 

 85

6-6   概念歸納與統整 

 

本階段將前階段中的文法推導訪談內容進行統整，包括造形文法推導與問答內容

兩部分的概念統整。從統整後的概念表中，挑選出對本研究有幫助的概念，以進行下

一階段的文法規則修正。 

 

6-6-1   造形文法推導的概念統整 

 

本階段將五位受測專家的造形文法推導概念進行統整，並透過共同討論階段，將

出現次數較多的重要概念進行討論，求得共識。也將出現次數較少的特別概念由提出

者解釋，以取得五位受測專家的共識，若無法達成共識則將此概念剔除。表 6-4 為最

後統整出來的概念，依照行動電話造形特徵來將概念分類，第一欄為行動電話造形特

徵，第二欄為造形文法推導的概念統整，第三欄為概念出現的次數統計，第四欄以

「╳」符號來標註被剔除的概念，以「☆」符號標註對本研究所推導的文法規則有修

改幫助的概念，以「㊣」標註與本研究所推導的文法規則相同的概念。 

 

表 6- 4  造形文法規則概念統整表 

行動電話造形特徵 造形文法推導的概念統整 次數 標註

‧以側邊曲線定義行動電話基本輪廓的原形 3 ㊣ 
‧以矩形為行動電話基本輪廓的原形 2 ☆ 
‧側邊曲線可以有微調變化 2 ㊣ 
‧側邊曲線有漸趨平滑的發展趨勢 1 ☆ 
‧側邊曲線的變化不大 1 ╳ 
‧以最寬點為波峰和最窄點為波谷的垂直曲線來定義

側邊曲線 1 ╳ 

‧以最寬點與最窄點的水平連線來定義側邊曲線的變

化規則 1 ☆ 

a 行動電話基本輪廓 

‧行動電話基本輪廓的原形受到被內部機板的限制，

各造形特徵的位置、大小都不會有太大變化 1 ╳ 

‧螢幕位置改變不大 3 ㊣ 
‧螢幕的大小比例改變不大 2 ㊣ 
‧螢幕位置可上下移動 1 ㊣ 
‧以側邊曲線最寬點定義螢幕的位置 1 ☆ 

b.螢幕 

‧以比例關係來定義螢幕的位置 1 ☆ 
‧以兩個橢圓為螢幕外輪廓的原形 2 ☆ 
‧以兩條曲線為螢幕外廓的原形 1 ㊣ 
‧以 8210 的螢幕外輪廓為原形 1 ㊣ 
‧螢幕外輪廓兩條曲線的間距可拉伸 4 ㊣ 

c.螢幕外輪廓 

‧螢幕外輪廓外側曲線可向下拉伸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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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4  造形文法規則概念統整表（續 1） 

‧螢幕外輪廓上緣連接位置可在正面或頂端 2 ㊣ 
‧兩側數字鍵可為螢幕外輪廓的外側曲線下緣的延伸

造形 4 ㊣ 

‧螢幕外輪廓下緣在 8265 上有幾何化的趨勢 2 ㊣ 
‧螢幕外輪廓會圍住主功能按鍵群和數字按鍵群 1 ㊣ 
‧螢幕外輪廓將主功能按鍵群和數字按鍵群區隔為兩

個區塊 1 ☆ 

‧螢幕外輪廓將螢幕、主功能按鍵群區隔為上半部，

將數字按鍵群區隔為下半部 1 ☆ 

 

‧以交集、差集的方式來進行螢幕外輪廓的造形變化 1 ╳ 
‧將六個按鍵命名 5 ㊣ 
‧以分割、結合的方式為主功能按鍵群的造形變化方

式 4 ㊣ 

‧主功能按鍵群造形受螢幕外輪廓造形影響 4 ㊣ 
‧主功能按鍵群和數字按鍵群兩部分的密集、鬆散程

度，必須做適當的調配 2 ╳ 

‧主功能按鍵群的單元皆對稱 1 ㊣ 
‧以橢圓為捲動鍵的原形 1 ㊣ 
‧捲動鍵可上下分割或結合 1 ㊣ 
‧捲動鍵可做上下或左右兩個方向的拉伸或收縮 1 ㊣ 
‧主功能按鍵群的造形需要較大的設計自由度 2 ☆ 
‧通話鍵和結束鍵的造形有到轉的演變趨勢 1 ㊣ 
‧左側功能鍵、右側功能鍵、通話鍵和結束鍵可向內

結合或向外分割 1 ㊣ 

‧螢幕外輪廓下緣造形會呈現兩側向上類似微笑的弧

形(＼ ＿ ／) 1 ㊣ 

‧整體區域位置和面積大小固定 1 ╳ 

d.主功能按鍵群 

‧主功能按鍵群可自由創造，成為整體的設計重點 1 ☆ 
‧以橢圓形為兩側數字鍵的原形 2 ㊣ 
‧以修原角的倒梯形為中央數字鍵的原形 1 ㊣ 
‧數字鍵分為中央和兩側數字鍵 1 ☆ 
‧數字鍵的按鍵數目為 12 個 1 ㊣ 
‧以造形混合的方式為造形變化規則 1 ㊣ 
‧兩側數字鍵的排列由上到下有縮小的演變趨勢 3 ㊣ 
‧兩側數字鍵的排列由上到下有向內縮的演變趨勢 1 ㊣ 
‧兩側數字鍵單元有幾何化的演變趨勢 3 ㊣ 
‧兩側數字鍵的造形可與選擇鍵造形做關聯性的設計 2 ㊣ 
‧螢幕外輪廓的造形會影響主功能按鍵群和數字按鍵

群的造形 3 ㊣ 

‧中央數字鍵的造形與捲動鍵造形做關聯性的設計 2 ☆ 
‧中央和兩側數字鍵的排列由上到下有縮小的演變趨

勢 1 ㊣ 

‧中央數字鍵有三角形的演變趨勢 1 ㊣ 
‧數字按鍵群的橫向排列會呈現兩側向上類似微笑的

弧形(＼ ＿ ／) 2 ☆ 

‧數字按鍵群的位置在螢幕外輪廓向下延伸到底端的

橢圓範圍內 1 ㊣ 

e.數字按鍵群 

‧數字鍵的造形可與主功能按鍵群造形做關聯性的設

計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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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4  造形文法規則概念統整表（續完） 

‧以圓形為聽筒原形 2 ㊣ 
‧聽筒單元數目不定 2 ㊣ 
‧聽筒的造形皆對稱 1 ㊣ 
‧聽筒單元可以做上下移動 1 ☆ 
‧聽筒的造形可將兩個圓形單元結合成橢圓形 1 ☆ 
‧聽筒造形可以是非線性的排列 1 ㊣ 
‧聽筒的橫向排列會呈現兩側向上類似微笑的弧形 

(＼ ＿ ／) 1 ㊣ 

‧聽筒造形與螢幕外輪廓造形可做關聯性的設計 3 ☆ 
‧聽筒造形與主功能按鍵群造形可做關聯性的設計 1 ╳ 
‧聽筒造形與整體造形可做關聯性的設計 1 ╳ 

f.聽筒 

‧聽筒的造形需要較大的設計自由度 2 ☆ 
‧麥克風造形可有可無 3 ㊣ g.麥克風 
‧麥克風造形與按鍵造形可做關聯性的設計 1 ╳ 

 

 

6-6-2   問答內容的概念統整 

 

將個別訪談階段中的口語要點轉化為概念之後，在本階段進行概念的最後統整，

目的是從問答內容中，找出對本研究的文法規則應用操作範例有幫助的想法，再應用

範例進行時得以參考。表 6-5 為最後統整出來的概念，依照回答的內容分類，第一欄

為回答內容分類，第二欄為問答要點的概念統整，第三欄為概念出現的次數統計，第

四欄以「☆」符號標註對本研究最後的操作範例有參考價值的概念。 

 
表 6- 5  問答內容概念統整表 

回答內容分類 概念統整 次數 標註

‧螢幕外輪廓的基礎原形應是完整的形體 1 ☆ 
‧以造形混合的方式為造形變化規則 1  
‧麥克風的造形可有可無 3 ☆ 
‧以分割、結合的方式為主功能按鍵群的造形變

化規則 4 ☆ 

‧行動電話基本輪廓的原形受到被內部機板的限

制，各造形特徵的位置、大小都不會有太大變

化 
2  

造形文法的推導觀念 

‧都可以從演變的趨勢推導文法規則 1  
‧主功能按鍵群不容易推導 2  
‧聽筒不容易推導 2  造形文法推導過程的困難點 
‧麥克風不容易推導 1  
‧螢幕外輪廓 3 ☆ 最能表現 NOKIA 

的造形特徵 ‧行動電話基本輪廓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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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問答內容概念統整表（續完） 

‧數字按鍵群 2 ☆ 
‧主功能按鍵群和數字按鍵群的橫向排列會呈現

兩側向上類似微笑的弧形(＼ ＿ ／) 1  

‧8 系列時尚系列分支的主功能按鍵群，整體設

計的手法是一大特色 1  

‧螢幕外輪廓將螢幕、主功能按鍵群區隔為上半

部，將數字按鍵群區隔為下半部 1  

‧色彩鮮豔的塑膠外殼 1 ☆ 

(依照受測專家給予的 
排名依序排列) 

‧體積大小固定 1  
‧3 系列 3210 分支前半部的傳統造形 4 ☆ 
‧8 系列時尚系列與品味系列的質感表現 4 ☆ 
‧6 系列 6500 分支後半部分，創造了 NOKIA 的

新風格 3 ☆ 

‧6 系列 6110/6138 分支的傳統造形 2 ☆ 
‧7 系列後半部分由於創新的造形，創造新的

NOKIA 風格 2 ☆ 

‧2300、3108 和 3200 由於透明的按鍵材質及獨

特的按鍵造形，有別於其他品牌 1  

‧3 系列配色鮮豔大膽 1  
‧5130 色彩鮮豔的塑膠外殼 1  

最具 NOKIA 代表性的 
系列分支 

(依照受測專家給予的 
排名依序排列) 

‧8 系列的時尚系列的造形延續到 7210、7250 上 1  
‧主功能按鍵群需要較大的設計自由度 2  
‧聽筒的造形需要較大的設計自由度 2  
‧麥克風的造形需要較大的設計自由度 1  
‧必須掌握 NOKIA 原始的精神，從過去的可能

性之中，創造新的造形特徵 3 ☆ 

‧造形建構順序和最能表現 NOKIA 造形特徵的

順序有很大的關聯 3 ☆ 

‧強調某幾項造形特徵即可，其他部分需要較的

設計自由度 2 ☆ 

‧行動電話基本輪廓和螢幕外輪廓，此兩個造形

特徵即能表現 NOKIA 2 ☆ 

‧強調側邊曲線的造形特徵即能表現 NOKIA 的

特色 1 ☆ 

‧造形建構的順序為：行動電話基本輪廓、螢幕

位置、螢幕外輪廓、按鍵 1 ☆ 

‧將非行動電話產品造形元素拆解，再對應到

NOKIA 的造形元素上 1 ☆ 

‧將造形特徵做不對稱的變化，整體造形可產生

較大的造形變化 1 ☆ 

‧可應用於 NOKIA 周邊產品上 1  
‧可應用於 MP3 隨身聽造形上 3 ☆ 
‧可應用於滑鼠造形上 2 ☆ 
‧可應用於手錶造形上 1  

造形文法的應用觀念 

‧可應用於椅子造形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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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造形文法規則修正 

 

根據上一階段概念統整，在本階段進行第四章裡「8 系列時尚系列分支造形文法

規則」的修正。挑選出與研究者自行推導不同，但具共識，並對文法規則的實際應用

有幫助的項目進行修正，具有較大的概念修正項目如下所列，細微的修正則不在此做

詳細討論，直接呈現於修正後的完整文法規則中。 

 

6-7-1   各造形特徵的造形文法規則修正 

 

a   行動電話基本輪廓 

‧以矩形為行動電話基本輪廓的原形 

‧以最寬點與最窄點的水平連線來定義側邊曲線的變化規則 

→以此兩個概念修正(Rule 8a-c01.)： 

以矩形為出發點，定義此矩形的長寬比例為 5：2。側邊曲線的產生規則，將原來

較為複雜的定義方式，不再以點命名來定義，改為最寬點和最窄點的定義方式：從上

方約 3 分之 1 的位置向外拉伸，形成最寬點；從下方約 3 分之 1 的位置微微向內縮，

形成最窄點。 

 
 
‧側邊曲線有漸趨平滑的發展趨勢 

→以此概念修正(Rule 8a-m02.)： 

側邊輪廓下方兩點可以微微向外擴張，使側邊曲線較為平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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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螢幕 

‧以側邊曲線最寬點定義螢幕的位置 

‧以比例關係來定義螢幕的位置 

→以此兩個概念修正(Rule 8b-c01.)： 

將位置的定義改為：約在行動電話側邊輪廓最寬點的水平位置；若將行動電話基

本輪廓水平切割為四等分，則螢幕則位於第二等份的位置。 

 
 

c   螢幕外輪廓 

‧以兩個橢圓為螢幕外輪廓的原形 

‧螢幕外輪廓的基礎原形應是完整的形體 

‧螢幕外輪廓將主功能按鍵群和數字按鍵群區隔為兩個區塊 

‧螢幕外輪廓將螢幕、主功能按鍵群區隔為上半部，將數字按鍵群區隔為下半部 

→以此四個概念修正(Rule 8c-c01.)： 

將螢幕外輪廓的原形改變為完整的形體：以兩個水滴形狀的曲線組成，曲線上緣

與行動電話基本輪廓平行，由兩條曲線組成一個區域，在行動電話上是一個裝飾零

件，曲線的下緣必須超過行動電話整體的中央。 

將所有文法規則說明圖片中的螢幕外輪廓原形，皆改為完整的形體。 

以螢幕外輪廓作為主功能按鍵群和數字按鍵群的分界：螢幕外輪廓與螢幕所圍出

的範圍，即為主功能按鍵群；螢幕外輪廓下半部的範圍，即為數字按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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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主功能按鍵群 

‧主功能按鍵群的造形需要較大的設計自由度 

‧主功能按鍵群可自由創造，成為整體的設計重點 

→以此兩個概念修正(Rule 8d-m01.)： 

增加較大設計自由度的條件：主功能按鍵群個別單元，可以類似切割的方式相互

做造形的修正，以填滿整個區域，在 8210 和 8265 上有這樣的做法。如此能夠使主功

能按鍵群的各單元造形，做較自由的造形調整。 

 
 

e   數字按鍵群 

‧數字按鍵群的橫向排列會呈現兩側向上類似微笑的弧形(＼ ＿ ／) 

→以此概念修正(Rule 8e1-c01.)： 

增加排列位置的條件：高度必須高於中央數字鍵。 

 
 

→以此概念修正(Rule 8e2-c01.)： 

增加排列位置的條件：高度必須低於兩側數字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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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聽筒 

‧聽筒單元可以做上下移動 

→以此概念修正(Rule 8f-m02.)～(Rule 8f-m05.)，建立新文法規則為(Rule 8f-m02.)： 

將聽筒的單元排列變化改變為：以左右對稱的方式，兩兩向上或向下做移動。此

方式即可做出各種符合演變趨勢的變化。但是，排列的方式必定是兩側的單元較高，

呈現兩側向上類似微笑的弧形(＼ ＿ ／)或波浪形(＼ ／ ＼ ／)，不會是兩邊向下的造形

(／ ￣ ＼)。 

 
 

‧聽筒的造形可將兩個圓形單元結合成橢圓形 

→此概念與(Rule 8f-m01.)相當類似，因此不做修正。 

聽筒的單元可以由正圓形橫向拉伸為扁長的橢圓形。 

 

 

g   造形關聯性的設計 

此類在造形上的關聯性設計概念，由於在實驗性的操作嘗試中發現，將關聯性的

設計定為文法規則，其運用性並不佳。且關聯性的設計概念的運用，應配合和造形建

構的順序，或為最後的造形細節修正。因此將下列幾項規則做修正： 

數字鍵的造形可與主功能按鍵群造形做關聯性的設計，此項包含下列兩項： 

‧兩側數字鍵的造形可與選擇鍵造形做關聯性的設計 

‧中央數字鍵的造形與捲動鍵造形做關聯性的設計 

→以此兩個概念刪除(Rule 8d1-m04.)和(Rule 8d3-m03.)兩項文法規則。由於此兩項文法

規則，在建構過程中並無採用的價值，因此將其刪除。 

選擇鍵的造形可與兩側數字鍵的造形相呼應，兩者有著相似的輪廓，在 8210 和

825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d1-m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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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鍵和結束鍵的造形，可以和兩側數字鍵的造形相呼應，在 8310 和 8265 上有

這樣的做法。(Rule 8d3-m03.) 

         
 

‧聽筒造形與螢幕外輪廓造形可做關聯性的設計 

→以此概念修正(Rule 8f-m02.)～(Rule 8f-m05.)，建立新文法規則為(Rule 8f-m03.)： 

聽筒的單元排列變化，可與螢幕外輪廓下緣，做關聯性的造形修正，在 8250～

8265 上能看到這樣的做法。 

 
 

6-7-2   造形文法的應用觀念 

 

‧造形建構順序和最能表現 NOKIA 造形特徵的順序有很大的關聯 

‧造形建構的順序為：行動電話基本輪廓、螢幕位置、螢幕外輪廓、按鍵 

‧行動電話基本輪廓和螢幕外輪廓，此兩個造形特徵即能表現 NOKIA 

‧強調側邊曲線的造形特徵即能表現 NOKIA 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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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某幾項造形特徵即可，其他部分需要較的設計自由度 

 

此五項概念給予造形特徵影響力的建議。強調 NOKIA 最明顯的造形特徵，以及

造形特徵建構順序的影響。從訪談的結果可以發現，行動電話基本輪廓的側邊曲線，

和螢幕外輪廓兩項造形特徵，最能表現出 NOKIA 的造形特色，因此，應用於行動電話

的操作範例時，必須強調這兩個造形特徵，其他部分造形特徵可以順著這兩個特徵做

較大的變化，如此應能建構出較特別的行動電話。而應用於非行動電話產品時，也應

著重於這兩個造形特徵的對應，抓住影響力較大的文法規則，其他部分則可以做自由

度較高的設計。 

 

‧必須掌握 NOKIA 原始的精神，從過去的可能性之中，創造新的造形特徵 

‧將造形特徵做不對稱的變化，整體造形可產生較大的造形變化 

 

此兩項概念給予實際操作上的建議。受測專家希望保留住 NOKIA 的特色，而產

出較創新的造形。受測專家也認為從原有的特色中找出創新的路，也是 NOKIA 的精神

之一，因此，不希望文法規則的應用上有太多的限制。另外，由於 8 系列的造形特徵

皆為對稱，因此也有受測專家建議將造形特徵做不對稱的變化，使整體造形有較大的

設計空間，如 7610 的設計，即是不對稱的造形，但仍能從保有 NOKIA 的特色，並創

造新的 NOKIA 特色。 

 

‧將非行動電話產品造形元素拆解，再對應到 NOKIA 的造形元素上 

‧可應用於 MP3 隨身聽造形上 

‧可應用於滑鼠造形上 

 

此兩項概念給予非行動電話產品應用上的建議。先將產品的造形元素拆解，對應

到行動電話的造形元素上，尋找同質性的特徵元素，再挑選適用的文法規則加以套

用，這樣的概念和本研究的概念相同。另外，對於應用的產品挑選，也以造形特徵元

素位於同一面的產品為主。受測專家給予的非行動電話之可能產品應用建議中，以

MP3 隨身聽和滑鼠兩者較多，也與本研究最初欲嘗試的產品項目相符。因此本研究挑

選訪談結果中排名第一的 MP3 隨身聽作為操作範例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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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最終修正後的 8 系列時尚系列分支的造形文法規則 

 

根據上節所修正的項目，本節將第五章所推導的「8 系列時尚系列分支造形文法規

則」進行整體的修正，修正後的文法規則呈現如下： 

 

6-8-1   行動電話基本輪廓 

a   行動電話基本輪廓─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由於 8 系列的時尚系列，基本輪廓曲線變化差異不大，因此以 8210 與 8250 初期

的輪廓為基準。一個四角均有圓角的直立對稱長方形，此長方形的長寬比約為 5：2。

側邊曲線的產生方式為：從上方約 3 分之 1 的位置向外拉伸，形成最寬點；從下方約 3

分之 1 的位置微微向內縮，形成最窄點。頂端與底端亦向外拉伸，形成圓滑的弧形。

整體為一個造形圓滑、而有腰身的直立對稱長方形。(Rule 8a-c01.) 

 

 
 

b   行動電話基本輪廓─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側邊曲線的最窄點可以微微向內縮，使側邊曲線更加明顯，8250～8310 之間有這

樣的演變趨勢。(Rule 8a-m01.) 

 
 

側邊輪廓下方兩點可以微微向外擴張，使側邊曲線較為平滑，8250～8265 之間有

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a-m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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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螢幕 

a   螢幕─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螢幕長寬比例約 2：3，一個四角均有小圓角的長方形，位置約在行動電話側邊輪

廓最寬點的水平位置。若將行動電話基本輪廓水平切割為四等分，則螢幕則位於第二

等份的位置。8210～8265 之間，螢幕的大小、形狀改變甚小。(Rule 8b-c01.) 

 

 
 

b   螢幕─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螢幕輪廓的位置可以在螢幕外輪廓之內垂直向上微微移動。8250～8310 之間，螢

幕位置微微向上移動，而 8310～8265 之間，螢幕又回到原來的位置。(Rule 8b-m01.) 

 

 
 

螢幕輪廓的位置可以在螢幕外輪廓之內垂直向下微微移動。(Rule 8b-m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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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   螢幕外輪廓 

a   螢幕外輪廓─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螢幕外輪廓是兩個水滴形狀的曲線組成，曲線上緣與行動電話基本輪廓平行，由

兩條曲線組成一個區域，在行動電話上是一個裝飾零件，曲線的下緣必須超過行動電

話整體的中央。螢幕外輪廓與螢幕所圍出的範圍，即為主功能按鍵群；螢幕外輪廓下

半部的範圍，即為數字按鍵群。(Rule 8c-c01.) 

 
 

b   螢幕外輪廓─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螢幕外輪廓的上緣，可以延伸到行動電話的頂端，在 8210、8250 和 8265 上有這

樣的做法。(Rule 8c-m01.) 

 
 

螢幕外輪廓的下緣兩側可以向外拉伸，變成兩邊較寬闊而圓潤的造形，8250～

8310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c-m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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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外輪廓的下緣兩角，可以轉變為較尖銳的角，而下緣中央亦轉變為較尖銳的

弧形，831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c-m03.) 

 
 

螢幕外輪廓的外側曲線，可以向下微微拉伸，使輪廓線下緣的部分較厚，8210～

8250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c-m04.) 

 
 

螢幕外輪廓的外側曲線，可以向下微微拉伸，以至包圍數字按鍵群的部分， 8250

～8310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c-m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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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外輪廓的內側曲線被截成兩斷，且兩側變得較為平滑，形成位於兩側的裝飾

線條，以螢幕外輪廓外側曲線下緣包圍住主功能按鍵群，在 8265 上有這樣的做法。

(Rule 8c-m06.) 

 
 

6-8-4   主功能按鍵群 

主功能按鍵群的個別單元，可以類似切割的方式相互做造形的修正，以填滿整個

區域，在 8210 和 8265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d-m01.) 

 
 

a   選擇鍵─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選擇鍵由兩個左右對稱的倒三角形組成，位置在螢幕外輪廓與螢幕輪廓所包圍的

範圍之內，在 831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d1-c01.) 

 
 

b   選擇鍵─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選擇鍵的倒三角形單元，可以在三個邊做拉伸，轉變為較圓潤的造形，在。(Rule 

8d1-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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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兩個選擇鍵可以相連接，中間連接的部分較瘦長，上緣較平滑，下緣較圓

潤，在 8265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d1-m02.) 

 
 

左右兩個選擇鍵可以向內側傾斜，在 821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d1-m03.) 

 
 

c   捲動鍵─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捲動鍵由上下兩個半橢圓形組成，上下相連接，中央連接連接的部分較窄。(Rule 

8d2-c01.) 

 
 

d   捲動鍵─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捲動鍵上半部的橢圓形，可以向外拉寬或加大，形成上寬大下窄小的造形，在

8210 和 825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d2-m01.) 

 
 

捲動鍵下半部的橢圓形，可以向外拉寬或加大，形成上窄小下寬大的造形，8250

～8310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d2-m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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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動鍵的造形，可以將中央連接的部分向內縮，使上下兩個半橢圓形，呈現類似

水滴滴落分開前的樣子，中央凹陷的部分為圓潤的線條，在 8310 上有這樣的做法。

(Rule 8d2-m03.) 

 
 

捲動鍵的兩個橢圓形，可以完全分開，而成上下兩個橢圓形，切割後內側為圓滑

的線條，在 825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d2-m04.) 

 
 

捲動鍵的造形，可以轉變為上下兩個扇形的組成方式，中央凹陷的部分為銳利的

線條，在 825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d2-m05.) 

 
 

e   通話鍵 / 結束鍵─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通話鍵和結束鍵是兩個相連接的對稱單元，基本輪廓為一個倒的拱門形狀，下緣

造形必須配合螢幕外輪廓下緣的造形，並排列於螢幕外輪廓下緣。通話鍵在左側；結

束鍵在右側。(Rule 8d3-c01.) 

 
 

f   通話鍵 / 結束鍵─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通話鍵和結束鍵的造形，可以倒轉成正的拱門形狀，倒轉之後下緣的造形會被螢

幕外輪廓切割，8210～8250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d3-m01.) 

 
 



 
 

第六章、NOKIA 造形文法規則推導實驗 

 102

通話鍵和結束鍵的造形，可以被位於中央的捲動鍵切割成左右兩個對稱的單元，

並做造形的修正，825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d3-m02.) 

 
 
6-8-5   數字按鍵群 

a   兩側數字鍵─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兩側數字鍵每個單元，是一個壓扁的橢圓，類似雞蛋的形狀，尖端向外。兩側各

四個按鍵，左右對稱，垂直方向排列於行動電話的下半部，高度必須高於中央數字

鍵，在 821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e1-c01.) 

 
 
b   兩側數字鍵─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兩側數字鍵的每個單元，可以增加節點數，由橢圓形轉變為較圓潤的四邊形，面

向行動電話內側的圓角變得較銳利，8210～8250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1-

m01.) 

 
 

兩側數字鍵的每個單元，可以轉變成扁長而尖銳的三角形，尖銳的一角面向行動

電話的內側，8250～8310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1-m02.) 

 
 

兩側數字鍵的每個單元，可以轉變成向下傾斜的梯形，向下傾斜的一邊面向行動

電話的內側，831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1-m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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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側數字鍵的單元排列，可以由上到下逐漸縮小，825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

趨勢。(Rule 8e1-m04.) 

 
 

兩側數字鍵的排列，可以由上到下逐漸轉變角度，趨向行動電話的內側，形成類

似放射狀的造形，831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1-m05.) 

 
 

兩側數字鍵的排列，可以順著向下拉長延伸的螢幕外輪廓曲線排列，825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1-m06.) 

 
 

兩側數字鍵的外側造形，可以順著向下拉長延伸的螢幕外輪廓曲線做造形的變

化，825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1-m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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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央數字鍵─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中央數字鍵的單元，是一個上半部較平滑、下半部較圓潤的橢圓形。四個按鍵，

以垂直方向排列於行動電話下半部中央，高度必須低於兩側數字鍵。(Rule 8e2-c01.) 

 
 

d   中央數字鍵─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中央數字鍵的每個單元，可以轉變為的四邊導圓角的倒梯形，上緣較平滑，下緣

兩側為圓潤的兩個角，8210～8250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2-m01.) 

 
 

中央數字鍵的每個單元，可以轉變為倒三角形，上緣較平滑，下緣為圓潤的角，

825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e2-m02.) 

 
 

中央數字鍵的排列，可以由上到下逐漸縮小，825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

勢。(Rule 8e2-m03.) 

 
 

6-8-6   聽筒 

f.聽筒─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聽筒的單元是正圓形，數量 3~10 個，左右對稱排列於行動電話的上半部。(Rule 

8f-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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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聽筒─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聽筒的單元可以由正圓形橫向拉伸為扁長的橢圓形。(Rule 8f-m01.) 

 
 

聽筒的單元排列變化，以左右對稱的方式，兩兩向上或向下做移動。排列的方式

必定是兩側的單元較高，呈現兩側向上類似微笑的弧形(＼ ＿ ／)或波浪形(＼ ／ ＼ 

／)，不會是兩邊向下的造形(／ ￣ ＼)。(Rule 8f-m02.) 

 
 

聽筒的單元排列變化，可與螢幕外輪廓下緣，做關聯性的造形修正，在 8250～

8265 上能看到這樣的做法。(Rule 8f-m03.) 

 
 

6-8-7   麥克風 

a   麥克風─基礎原形產生規則 

麥克風的造形，可以是一個左右對稱且向下彎曲的半圓弧，排列於行動電話的下

方，在 821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g-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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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風的造形，可以圓孔為單元，隱藏在螢幕外輪廓內，在 8310 上有這樣的做

法。(Rule 8f-02.) 

 
 

也可以為無麥克風的造形設計，在 8250 上有這樣的做法。(Rule 8f-03.) 

 

b   麥克風─造形特徵變化規則 

麥克風的造形，可以在圓弧兩側增加節點，轉變成上緣圓滑，而兩側有較銳利的

稜角，類似梯形的造形，8210～8265 之間有這樣的演變趨勢。(Rule 8g-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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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NOKIA 造形文法規則應用範例 

 

本章將以修正後的「8 系列時尚系列分支」造形文法規則，進行應用的實際操作

範例。包括 NOKIA 造形文法規則驗證範例、應用於 NOKIA 行動電話的造形設計、混

合不同系列的造形文法規則，和應用於非行動電話產品的造形設計，共四個部分。 

 

7-1   NOKIA 造形文法規則驗證範例 

 
本階段從推導出來的造形文法中，挑選適合的文法規則，來建構 NOKIA 現有之

行動電話，以 8310 和 8265 為例，以此建構結果來驗證所推導的文法規則的可行性。 

 

7-1-1   NOKIA 8310 推導範例 

 
步驟 1  套用(Rule 8a-c01.)，建立行動電話基本輪廓。 

步驟 2  套用(Rule 8b-c01.)，建立螢幕。 

步驟 3  套用(Rule 8c-c01.)，建立螢幕外輪廓的原形。 

步驟 4  套用(Rule 8c-m01.)，將螢幕外輪廓外側曲線上緣延伸到行動電話頂端。 

步驟 5  套用(Rule 8b-m01.)，將螢幕位置微微垂直向上移動。 

步驟 6  套用(Rule 8c-m02.)，將螢幕外輪廓下緣的兩側向外拉伸，變成兩邊較寬闊而圓潤的造

形。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Rule 8a-c01.)      (Rule 8b-c01.)      (Rule 8c-c01.)      (Rule 8c-m01.)     (Rule 8b-m01.)     (Rule 8c-m02.) 

 

步驟 7  套用(Rule 8c-m05.)，將螢幕外輪廓外側曲線向下拉伸，以至包圍數字按鍵群的部分。 

步驟 8  套用(Rule 8d1-c01.)，建立選擇鍵的原形，左右兩個對稱的倒三角形。 

步驟 9  套用(Rule 8d1-m01.)，在三角形的三個邊做拉伸，轉變為較圓潤的造形。 

步驟 10  套用(Rule 8d2-c01.)，建立捲動鍵的原形，上下兩個相連接的半橢圓形。 

步驟 11  套用(Rule 8d2-m03.)，將捲動鍵中央連接的部分向內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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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2  套用(Rule 8d2-m02.)，將捲動鍵下半部的橢圓形向外拉寬並加大，形成上窄小下寬大的

造形。 

 

                                         
步驟 7               步驟 8                步驟 9               步驟 10             步驟 11             步驟 12 

(Rule 8c-m05.)      (Rule 8d1-c01.)    (Rule 8d1-m01.)     (Rule 8d2-c01.)   (Rule 8d2-m03.)    (Rule 8d2-m02.) 

 
步驟 13  套用(Rule 8d3-c01.)，建立通話鍵和結束鍵的原形，一個左右對稱的半圓弧，下緣吻合

螢幕外輪廓的造形。 

步驟 14  套用(Rule 8d3-m02.)，通話鍵和捲動鍵被位於中央的捲動鍵切割成左右兩個對稱的單

元。 

步驟 15  套用(Rule 8e1-c01.)，建立兩側數字鍵的原形，左右對稱的四個壓扁的橢圓形按鍵，垂

直排列，且高度高於中央數字鍵。 

步驟 16  套用(Rule 8e1-m06.)，將兩側數字鍵順著向下拉長延伸的螢幕外輪廓曲線排列。 

步驟 17  套用(Rule 8e1-m02.)，將兩側數字鍵的單元造形，轉變成輪廓扁長而尖銳的三角形，尖

銳的一角向內。 

步驟 18  套用(Rule 8e1-m04.)，將兩側數字鍵的單元排列，由上到下逐漸縮小。 

 

                                         
步驟 13            步驟 14              步驟 15             步驟 16              步驟 17              步驟 18 

(Rule 8d3-c01.)  (Rule 8d3-m02.)    (Rule 8d-c01.)     (Rule 8e1-c01.)    (Rule 8e1-m06.)    (Rule 8e1-m02.) 

 
步驟 19  套用(Rule 8e1-m05.)，將兩側數字鍵的單元排列，由上到下逐漸轉變角度，趨向行動電

話的內側，形成類似放射狀的造形。 

步驟 20  套用(Rule 8e1-m07.)，將兩側數字鍵的外側造形，順著向下拉長延伸的螢幕外輪廓曲線

做造形的變化。 

步驟 21  套用(Rule 8e2-c01.)，建立中央數字鍵的原形，四個上半部較平滑、下半部較圓潤的橢

圓形，垂直排列於行動電話中央下半部，且高度低於兩側數字鍵。 

步驟 22  套用(Rule 8e2-m01.)，將中央數字鍵的造形，由橢圓形轉變為倒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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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3  套用(Rule 8e2-m03.)，將中央數字鍵的排列，由上到下逐漸縮小。 

步驟 24  套用(Rule 8f-c01.)，建立聽筒的原形，三個圓形左右對稱排列於行動電話的上半部。 

 

                                         
步驟 19               步驟 20              步驟 21             步驟 22              步驟 23              步驟 24 

(Rule 8e1-m04.)    (Rule 8e1-m05.)   (Rule 8e1-m07.)    (Rule 8e2-c01.)    (Rule 8e2-m01.)    (Rule 8e2-m03.) 

 
步驟 25  套用(Rule 8f-m02.)，將兩側的圓形以對稱的方式向下移動。 

步驟 26  套用(Rule 8f-m01.)，將聽筒的單元，由正圓形橫向拉伸為扁長的橢圓形。 

步驟 27  套用(Rule 8g-m01.)，建立麥克風的原形，以兩個左右對稱的圓孔為單元，隱藏在螢幕

外輪廓內。 

 

                 
步驟 25               步驟 26             步驟 27 

(Rule 8f-c01.)      (Rule 8f-m02.)      (Rule 8f-m01.) 

 

                  

圖 7- 1  應用文法規則建構的 NOKIA 8310 與真實 NOKIA 8310 所萃取的輪廓線條比較 

 
為了減少在材質、色彩和商標的視覺影響，我們將真實的 NOKIA-8310 萃取出輪

廓線條圖，以進行比較，如圖 7-1 所示。從最終建構出來的 NOKIA 8310 中可以發現，

與萃取出的輪廓賢條圖幾乎完全相同。螢幕的輪廓與真實的 NOKIA 8310 僅有四邊曲

線的些微差異，真實的 NOKIA 8310 螢幕輪廓的四邊皆為微微向外拉伸的曲線；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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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和結束鍵的單元造形，其長度和邊緣輪廓的曲度有些微差異。而整體來看，兩者幾

乎相同，僅需做細部的造形修正即能趨近真實。 

 

7-1-1   NOKIA 8265 推導範例 

 
步驟 1  套用(Rule 8a-c01.)，建立行動電話基本輪廓。 

步驟 2  套用(Rule 8b-c01.)，建立螢幕。 

步驟 3  套用(Rule 8c-c01.)，建立螢幕外輪廓的原形。 

步驟 4  套用(Rule 8c-m01.)，將螢幕外輪廓曲線上緣延伸到行動電話頂端。 

步驟 5  套用(Rule 8c-m03.)，將螢幕外輪廓的下緣兩側和中央，轉變為較尖銳的邊角。 

步驟 6  套用(Rule 8c-m06.)，將螢幕外輪廓的內側曲線截成兩斷且兩側變得較為平滑，形成位於

兩側的裝飾線條，以螢幕外輪廓外側曲線下緣包圍住主功能按鍵群。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Rule 8a-c01.)     (Rule 8b-c01.)       (Rule 8c-c01.)      (Rule 8c-m01.)     (Rule 8c-m03.)      (Rule 8c-m06.) 

 
步驟 7  套用(Rule 8d1-c01.)，建立選擇鍵的原形，左右兩個對稱的倒三角形。 

步驟 8  套用(Rule 8d1-m02.)，將兩側的選擇鍵相連接，中間連接的部分較瘦長。 

步驟 9  套用(Rule 8d2-c01.)，建立捲動鍵的原形，上下兩個相連接的半橢圓形。 

步驟 10  套用(Rule 8d2-m05.)，將捲動鍵的造形，轉變為上下兩個扇形。 

步驟 11  套用(Rule 8d2-m01.)，將捲動鍵的造形上半部加大，轉變為上寬大下窄小的造形。 

步驟 12  套用(Rule 8d3-c01.)，建立通話鍵和結束鍵的原形，一個左右對稱的倒的拱門形狀，下

緣符合螢幕外輪廓的造形。 

 

                                         
步驟 7               步驟 8                步驟 9              步驟 10              步驟 11              步驟 12 

(Rule 8d1-c01.)  (Rule 8d1-m02.)    (Rule 8d2-c01.)   (Rule 8d2-m05.)    (Rule 8d2-m01.)    (Rule 8d3-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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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3  套用(Rule 8d3-m02.)，通話鍵和捲動鍵被位於中央的捲動鍵切割成左右兩個對稱的單

元。 

步驟 14  套用(Rule 8d-m01.)，將通話鍵和結束鍵的造形做微調，以填滿主功能按鍵群的區域。 

步驟 15  套用(Rule 8e1-c01.)，建立兩側數字鍵的原形，左右對稱的四個壓扁的橢圓形按鍵，垂

直排列，且高度高於中央數字鍵。 

步驟 16  套用(Rule 8e1-m03.)，將兩側數字鍵的單元，轉變成向下傾斜的梯形，向下傾斜的一邊

面向行動電話的內側。 

步驟 17  套用(Rule 8e1-m04.)，將兩側數字鍵的單元排列，由上到下逐漸縮小。 

步驟 18  套用(Rule 8e1-m06.)，將兩側數字鍵順著向下拉長延伸的螢幕外輪廓曲線排列。 

 

                                         
步驟 13             步驟 14             步驟 15              步驟 16             步驟 17              步驟 18 

(Rule 8d3-m02.)    (Rule 8d-m01.)   (Rule 8e1-c01.)    (Rule 8e1-m03.)    (Rule 8e1-m04.)   (Rule 8e1-m06.) 

 
步驟 19  套用(Rule 8e1-m07.)，將兩側數字鍵的外側造形，順著向下拉長延伸的螢幕外輪廓曲線

做造形的變化。 

步驟 20  套用(Rule 8e2-c01.)，建立中央數字鍵的原形，四個上半部較平滑、下半部較圓潤的橢

圓形，垂直排列於行動電話中央下半部，且高度低於兩側數字鍵。 

步驟 21  套用(Rule 8e2-m02.)，將中央數字鍵的造形，由橢圓形轉變為倒三角形。 

步驟 22  套用(Rule 8e2-m03.)，將中央數字鍵的排列，由上到下逐漸縮小。 

步驟 23  套用(Rule 8f-c01.)，建立聽筒的原形，7 個圓形左右對稱排列於行動電話的上半部。 

步驟 24  套用(Rule 8f-m02.)和(Rule 8f-m03.)，將兩側的聽筒單元以對稱的方式向下移動，並參

考螢幕外輪廓下緣的造形，形成 V 字形的排列。 

 

                                         
步驟 19              步驟 20               步驟 21              步驟 22             步驟 23              步驟 24 

(Rule 8e1-m07.)    (Rule 8e2-c01.)    (Rule 8e2-m02.)     (Rule 8e2-m03.)     (Rule 8f-c01.)      (Rule 8f-m02.) 
(Rule 8f-m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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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5  套用(Rule 8g-c01.)，建立麥克風的原形，一個左右對稱且向下彎曲的半圓弧，排列於

行動電話的下方。 

步驟 26  套用(Rule 8g-m03.)，在圓弧兩側增加節點，轉變成上緣圓滑而兩側有稜角，類似梯形

的造形。 

 

           
步驟 25            步驟 26 

(Rule 8g-c01.)     (Rule 8g-m03.) 

 

               

圖 7- 2  應用文法規則建構的 NOKIA 8265 與真實 NOKIA 8265 所萃取的輪廓線條比較 

 

為了減少在材質、色彩和商標的視覺影響，我們將真實的 NOKIA-8265 萃取出輪

廓線條圖，以進行比較，如圖 7-2 所示。從最終建構出來的 NOKIA 8265 中可以發現，

與萃取出的輪廓賢條圖幾乎完全相同。螢幕的輪廓與真實的 NOKIA 8310 僅有四邊曲

線的些微差異，真實的 NOKIA 8310 螢幕輪廓的四邊皆為微微向外拉伸的曲線；螢幕

外輪廓兩側的厚度，比真實的 NOKIA 8265 較薄；麥克風造形非真實的 NOKIA 8265

的薄片貼紙形式。而整體來看，兩者的差異亦相當小，僅需做比例上的修正即能趨近

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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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應用於 NOKIA 行動電話的造形設計 

 

本階段嘗試以不同程度的設計自由度，來進行具 NOKIA 風格之創新行動電話設

計。藉由套用文法規則的數目不同，以產生不同之設計，並比較之間的的差異。由於

實驗訪談結果發現到，NOKIA 8 系列時尚系列的行動電話，「行動電話基本輪廓的側

邊曲線」和「螢幕外輪廓」兩項造形特徵最能表現出 NOKIA 的造形特色，將此兩項造

形特徵列為「重點造形特徵」。因此，在此以完全套用文法規則、僅套用重點造形特

徵的文法規則，和加入不對稱的概念三種不同的操作方式，嘗試創造出較多造形特徵

的改變，觀察其是否影響整體傳達 NOKIA 意象的強烈程度。 

 

7-2-1   完全套用文法規則 

 

此部份為完全套用文法規則的操作範例，即每一個步驟皆會套用一個文法規則。

以下以 22 個步驟來建構此造形，每一個步驟皆套用一個文法規則。 

 

步驟 1  套用(Rule 8a-c01.)，建立行動電話基本輪廓。 

步驟 2  套用(Rule 8a-m01.)，將側邊曲線的最窄點微微向內縮，使側邊曲線更加明顯。 

步驟 3  套用(Rule 8b-c01.)，建立螢幕的輪廓及位置。 

步驟 4  套用(Rule 8c-c01.)，建立螢幕外輪廓的原形。 

步驟 5  套用(Rule 8c-m01.)，將螢幕外輪廓的外側曲線上緣延伸到行動電話頂端。 

步驟 6  套用(Rule 8c-m02.)，將螢幕外輪廓的下緣兩側向外拉伸，變成兩邊較寬闊而圓潤的造

形。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Rule 8a-c01.)     (Rule 8a-m10.)     (Rule 8b-c01.)       (Rule 8c-c01.)      (Rule 8c-m01.)     (Rule 8c-m02.) 

 
步驟 7  套用(Rule 8d1-c01.)，建立選擇鍵的原形，左右兩個對稱的倒三角形。 

步驟 8  套用(Rule 8d2-c01.)，建立捲動鍵的原形，上下兩個相連接的半橢圓形。 

步驟 9  套用(Rule 8d3-c01.)，建立通話鍵和結束鍵的原形，一個左右對稱的倒的拱門形狀，下

緣符合螢幕外輪廓的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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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  套用(Rule 8d2-m01.)，將捲動鍵上半部的橢圓形，向外拉寬加大，形成上寬大下窄小的

造形。同時套用(Rule 8d3-m02.)，通話鍵和結束鍵的造形，被加大的捲動鍵切割成左右

兩個對稱的單元。 

步驟 11  套用(Rule 8d1-m02.)，將兩側的選擇鍵相連接，中間連接的部分較瘦長。 

步驟 12  套用(Rule 8d-m01.)，將通話鍵和結束鍵的造形做微調，以類似切割的方式填滿主功能

按鍵群的區域。 

 

                                    
步驟 7               步驟 8                 步驟 9              步驟 10             步驟 11             步驟 12 

(Rule 8d1-c01.)     (Rule 8d2-c01.)     (Rule 8d3-c01.)    (Rule 8d2-m01.)   (Rule 8d1-m02.)    (Rule 8d-m01.) 
(Rule 8d3-m02.) 

 
步驟 13  套用(Rule 8e1-c01.)，建立兩側數字鍵的原形，左右對稱的四個壓扁的橢圓形按鍵，垂

直排列，且高度高於中央數字鍵。 

步驟 14  套用(Rule 8e1-m03.)，將兩側數字鍵的單元，轉變成向下傾斜的梯形，向下傾斜的一邊

面向行動電話的內側。 

步驟 15  套用(Rule 8e1-m05.)，將兩側數字鍵的排列，由上到下逐漸轉變角度，趨向行動電話的

內側，形成類似放射狀的造形。 

步驟 16  套用(Rule 8e1-m04.)，將兩側數字鍵的單元排列，由上到下逐漸縮小。 

步驟 17  套用(Rule 8e2-c01.)，建立中央數字鍵的原形，四個上半部較平滑、下半部較圓潤的橢

圓形，垂直排列於行動電話中央下半部，且高度低於兩側數字鍵。 

步驟 18  套用(Rule 8e2-m01.)，將中央數字鍵的每個單元，轉變為的四邊導圓角的倒梯形。 

 

                                    

步驟 13             步驟 14              步驟 15             步驟 16              步驟 17             步驟 18 
(Rule 8e1-c01.)    (Rule 8e1-m03.)     (Rule 8e1-m05.)   (Rule 8e1-m04.)    (Rule 8e2-c01.)    (Rule 8e2-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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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9  套用(Rule 8e2-m03.)，將中央數字鍵的排列，由上到下逐漸縮小。 

步驟 20  套用(Rule 8f-c01.)，建立聽筒的基礎原形，以 5 個正圓形對稱排列於行動電話上半部的

中央。 

步驟 21  套用(Rule 8f-m02.) ，將內側的聽筒單元以對稱的方式向下移動，轉變為微笑形排列。 

步驟 22  套用(Rule 8f-m01.)，將聽筒的單元，由正圓形橫向拉伸為扁長的橢圓形。 

 

                              

步驟 19              步驟 20              步驟 21             步驟 22 
(Rule 8e2-m03.)     (Rule 8f-c01.)       (Rule 8f-m02.)       (Rule 8f-m01.) 

 

 
圖 7- 3  完全套用文法規則所建構的 NOKIA 行動電話 

 

最後建構出來的造形，如圖 7-3 所示，從中我們可以發現，較能夠有自由變化的

造形特徵，是主功能按鍵群的部分。由於步驟 12 所套用的(Rule 8d-m01.)能夠將主功能

按鍵群的個別單元，以類似切割的方式相互做造形的修正，以填滿整個區域。這個文

法規則給予較大的設計自由度，使主功能按鍵群的造形有較大的變化。而其他部分的

造形由於限制較大，因此看起來與 8 系列時尚系列的 4 款行動電話較類似，變化性較

低，感覺像是將這四款行動電話拆解後，再重新拼湊的感覺。 

 

7-2-2   僅套用重點造形特徵的文法規則 

 

此部份是僅套用重點造形特徵的文法規則的操作範例。主要套用「行動電話基本

輪廓」和「螢幕外輪廓」兩項造形特徵的文法規則，而其他的造形特徵則不完全套用

文法規則。以下以 21 個步驟來建構此造形，其中只有 11 個步驟有套用文法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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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套用(Rule 8a-c01.)，建立行動電話基本輪廓。 

步驟 2  套用(Rule 8b-c01.)，建立螢幕的輪廓及位置。 

步驟 3  套用(Rule 8c-c01.)，建立螢幕外輪廓的原形。 

步驟 4  套用(Rule 8c-m01.)，將螢幕外輪廓的外側曲線上緣延伸到行動電話頂端。 

步驟 5  套用(Rule 8c-m02.)，將螢幕外輪廓的下緣兩側向外拉伸，變成兩邊較寬闊而圓潤的造

形。 

步驟 6  套用(Rule 8c-m05.)，將螢幕外輪廓外側曲線向下拉伸，以至包圍數字按鍵群的部分。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Rule 8a-c01.)    (Rule 8b-c01.)   (Rule 8c-c01.)    (Rule 8c-m01.)   (Rule 8c-m02.)   (Rule 8c-m05.) 

 

步驟 7  加上 7 系列時尚系列的彩色螢幕概念，將螢幕拉長。 

步驟 8  建立主功能按鍵群的原形，為配合彩色螢幕，捲動鍵為正方形的五向鍵。 

步驟 9  將中功能按鍵群中央部分向內縮。 

步驟 10  套用(Rule 8d3-m02.)，左右選擇鍵和通話鍵/結束鍵的造形，被捲動鍵切割成左右兩個

對稱的單元。 

步驟 11  將左右選擇鍵和通話鍵/結束鍵的造形，上下切割開來。 

步驟 12  將數字按鍵群的區域做切割，切割的區域大小由上到下逐漸縮小。 

 

                                         
步驟 7               步驟 8                步驟 9              步驟 10              步驟 11              步驟 12 

(Rule 8d3-m02.) 

 
步驟 13  在數字按鍵群的切割區域中央，切割中央數字鍵的區域。 

步驟 14  在最後切割出的區域中，建立左右對稱且相連接的兩側數字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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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5  套用(Rule 8e1-m04.)，將兩側數字鍵的單元排列，由上到下逐漸縮小。 

步驟 16  在最後切割出的區域中，建立中央數字鍵。 

步驟 17  將中央數字鍵的造形，上下拉伸、左右內縮，轉變為類似壓扁的橢圓形。 

步驟 18  調整螢幕外輪廓和數字按鍵群兩區域的大小比例。 

 

                                         
步驟 13              步驟 14             步驟 15              步驟 16             步驟 17               步驟 18 

(Rule 8e1-m04.) 

 
步驟 19  套用(Rule 8f-c01.)，建立聽筒的基礎原形，以 5 個正圓形對稱排列於行動電話上半部的

中央。 

步驟 20  套用(Rule 8f-m02.)，將內側的聽筒單元以對稱的方式向下移動，轉變為 W 字形排列。 

步驟 21  套用(Rule 8f-m01.)，將左右兩側的聽筒單元，由正圓形橫向拉伸為扁長的橢圓形，整

體形成類似蝴蝶的造形。 

 

                         
步驟 19             步驟 20              步驟 21 

(Rule 8f-c01.)   (Rule 8f-m02.)   (Rule 8f-m01.) 
 

 
圖 7- 4  僅套用重點造形特徵文法規則所建構的 NOKIA 行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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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建構出來的造形，如圖 7-4 所示，「行動電話基本輪廓」和「螢幕外輪廓」

兩項造形特徵，皆套用文法規則來建構。而我們在步驟 7 加上了 7 系列時尚系列的彩

色螢幕概念，將螢幕拉長，且為了配合彩色螢幕，在步驟 8 所建構的捲動鍵為正方形

的五向鍵。加上了這兩樣變化條件，使整體的造形產生較大的變化。而在數字鍵的部

分，也以切割區域的方式來規劃，並將兩側數字鍵做連接，使整體的視覺感受與 8 系

列時尚系列的 4 款行動電話有較大的差異。 

 

這個操作範例的整體造形，感覺類似 8 系列延伸到 7 系列前半部，如 7210 和 7250

這兩款行動電話的造形發展趨勢。 

 

7-2-3   加入不對稱概念於重點造形特徵的文法規則 

 
此部份是加入不對稱概念於重點造形特徵的文法規則的操作範例。主要將不對稱

概念加入「螢幕外輪廓」的文法規則中，將螢幕外輪廓的造形做較大的改變，而其他

的造形特徵則不完全套用文法規則。以下以 14 個步驟來建構此造形，其中只有 8 個步

驟有套用文法規則。 

 
步驟 1  套用(Rule 8a-c01.)，建立行動電話基本輪廓。 

步驟 2  套用(Rule 8b-c01.)，建立螢幕的輪廓及位置。 

步驟 3  套用(Rule 8c-c01.)，建立螢幕外輪廓的原形。 

步驟 4  加上 7 系列時尚系列的彩色螢幕概念，將螢幕拉長。 

步驟 5  套用(Rule 8c-m05.)，將螢幕外輪廓外側曲線向下拉伸，以至包圍數字按鍵群的部分，並

加上不對稱的概念，將螢幕外輪廓的左側向下拉。 

步驟 6  套用(Rule 8c-m01.)，將螢幕外輪廓的外側曲線上緣延伸到行動電話頂端。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Rule 8a-c01.)    (Rule 8b-c01.)    (Rule 8c-c01.)                             (Rule 8c-m05.)   (Rule 8c-m01.) 
 

步驟 7  套用(Rule 8d-c01.)，在螢幕外輪廓與螢幕之間所圍出的範圍之內，規劃主功能按鍵群的

位置，並配合螢幕外輪廓下緣的造形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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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  分割數字按鍵群的水平線條。 

步驟 9  分割數字按鍵群的垂直線條，並同時規劃主功能按鍵群的單元區域。 

步驟 10  建立主功能按鍵群中央的五向鍵，並切割出兩側選擇鍵和通話鍵/結束鍵。 

步驟 11  切割出數字按鍵群的單元。 

步驟 12  套用(Rule 8f-c01.)，建立聽筒的基礎原形，以 9 個正圓形對稱排列於行動電話上半部的

中央。 

 

                                         
步驟 7               步驟 8                步驟 9               步驟 10            步驟 11              步驟 12 

(Rule 8f-c01.)    (Rule 8f-m02.) 

 
步驟 13  套用(Rule 8f-m02.)和(Rule 8f-m03.)，將兩側的聽筒單元以對稱的方式向下移動，並參

考螢幕外輪廓下緣的造形，轉變為向右上方傾斜的排列方式。 

步驟 14  在行動電話主體右下角的空間，建立類似只角三角形的麥克風，將整體造形完整化。 

 

                 
步驟 13            步驟 14 

(Rule 8f-m02.) 
(Rule 8f-m03.) 

 

 
圖 7- 5  加入不對稱概念於重點造形特徵文法規則所建構的 NOKIA 行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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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建構出來的造形，如圖 7-5 所示，「行動電話基本輪廓」有套用文法規則來

建構，而「螢幕外輪廓」則加上了不對稱概念來建構。我們在步驟 5 套用(Rule 8c-

m05.)，將螢幕外輪廓外側曲線向下拉伸，以至包圍數字按鍵群的部分，但加上不對稱

的概念，將螢幕外輪廓的左側向下拉，使螢幕外輪廓形成向左傾斜的造形。因此，螢

幕外輪廓的不對稱造形也影響了主功能按鍵群和數字按鍵群的造形設計。使得主功能

按鍵群和數字按鍵群的造形，皆順著螢幕外輪廓的造形來修飾。因此，聽筒的造形，

在步驟 13 套用(Rule 8f-m03.)，參考螢幕外輪廓下緣的造形，轉變為向右上方傾斜的排

列方式。而最後麥克風的造形，在步驟 14 也順著螢幕外輪廓，將行動電話主體右下角

的空間填滿，使整體的造形完整。 

 

這個操作範例的整體造形，由於其行動電話基本闊的造形不變，因此也類似於 7

系列前半部的造形特徵。而螢幕外輪廓的不對稱造形，則類似於 7 系列後半部，如

7610 或 7260 的造形發展趨勢。 

 

經本階段操作後發現，若給予較寬鬆的規則限制，能產生較大的造形變化與創

新，而仍保有 NOKIA 的設計語言。而不完全套用文法規則的兩個操作範例，是將文法

規則作為「參考」，而不是完全棄用文法規則，以不違背整體的造形呈現為前提之

下，放寬文法規則的限制條件，因此才能保有 NOKIA 的造形特徵。 

 

7-3   混合不同系列的造形文法規則 

 

行動電話造形發展與年代之間的關係也是相當密切的，我們可以發現同一個年代

所推出的不同系列行動電話，某些造形特徵常會有相當神似的關聯性。在愈早期的

NOKIA 行動電話中，愈能發現到這樣的現象。 

 

由於 NOKIA 行動電話系列分支眾多，本研究無法一一將每一個系列的造形文法

推導出來，因此在這裡以實驗訪談中，最具 NOKIA 代表性的系列分支的問答結果，以

排名前五的系列分支為代表，如表 7-1 所示。揉合這五個系列的造形特色，舉其最明

顯的造形特徵來進行操作，嘗試創造具不同 NOKIA 意象的行動電話。 

 

 

 

 



 
 

第七章、NOKIA 造形文法規則應用範例 

 121

 

各系列造形特徵的萃取，主要以各系列中最具代表性以及延續性的特徵為主，並

以年代為參考依據，舉出同時期在不同系列中所共同出現的造形特徵。以下將操作範

例中所引用的造形特徵列舉出來，如表 7-2 所示。 

 

本階段舉三個操作範例，皆以彩色螢幕與五向捲動鍵為基本規格，以符合近年來

NOKIA 所推出的行動電話規格，以及市場需求。 

 

表 7- 1  最具 NOKIA 代表性的系列分支 

排名 最具 NOKIA 代表性的系列分支 

1 

3 系列 3210 分支前半部─傳統造形和色彩鮮豔的塑膠外殼 

                         
3210          3310  .       3330          3350         3315         3410          3510 

2 

8 系列時尚系列與品味系列─質感表現 

             
8810              8850               8850 gold   8855       8910       8910i           8800 

 

             
8210         8250          8310          8265 

3 

6 系列 6500 分支後半部分─創造 NOKIA 卓越系列新風格 

                 
6230         6220          6020           6030          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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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最具 NOKIA 代表性的系列分支（續完） 

4 

6 系列 6110/6138 分支─傳統造形 

                      
6110/6138   6150       6210       6310       6340      6360        6370       6650 

5 

7 系列後半部分─創造 NOKIA 時尚系列新風格 

                  
7200                     7600                 7610                 7260           7270        7280 

 
 
 

表 7- 2  最具 NOKIA 代表性的系列分支造形特徵萃取 

系列 造形特徵萃取 

3 系列 
3210 分支前半部 

‧3210 側邊曲線上半部較為平滑寬大的基本輪廓 
‧3315 和 3410 水平連結的波浪造形數字按鍵 
‧3310～3350 垂直排列的聽筒單元造形 
‧3315 和 3410 聽筒部分開口向下的圓弧凹槽 

8 系列 
時尚系列與品味系列 

‧8810 和 8850 垂直排列的聽筒單元造形 
‧8850～8910 扁長形狀的數字按鍵單元 
‧品味系列下邊緣較為寬闊圓滑的螢幕外輪廓 
‧長形比例的螢幕 

6 系列 
6500 分支後半部分 

‧幾何化的行動電話輪廓造形 
‧長型彩色螢幕 
‧五向捲動鍵 
‧切割方式規劃的滿版面按鍵 

6 系列 
6110/6138 分支 

‧類似子彈形狀的傳統基本輪廓 
‧6150 聽筒部分開口向下的圓弧凹槽 
‧三個水滴狀造形，呈放射狀排列的聽筒 
‧6210 和 6310 掀蓋式的麥克風造形 

7 系列 
後半部分 

‧非對稱造形的基本輪廓 
‧幾何圖騰的裝飾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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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以 3 系列為基礎的混和操作範例 

 

本操作範例以 3 系列的傳統輪廓為基礎，加入近期 6 系列和 8 系列所出現的較幾

何化的造形特徵，以及較細緻的細部造形，以揉合新舊時期的造形特徵，嘗試為 3 系

列創造高品味的新價值。 

 

本範例參考 3210 的行動電話基本輪廓。螢幕外輪廓參考 8 系列品味系列，下邊緣

較為寬大圓滑的造形。螢幕參考 6 系列後期，為較長形的彩色螢幕。主功能按鍵群以 6

系列後期的五向捲動鍵為主。數字按鍵群參考 8 系列品味系列，為扁長形狀的數字按

鍵單元。聽筒則參考 2000～2001 年之間的 3 系列和 8 系列的聽筒造形，為垂直排列的

聽筒單元，並建立開口向下的圓弧凹槽。 

 

步驟 1  以 3210 側邊曲線上半部較為平滑寬大的造形，建立行動電話基本輪廓。 

步驟 2  螢幕外輪廓參考 8 系列品味系列，下邊緣較為寬闊圓滑的造形。 

步驟 3  將螢幕外輪廓上緣延伸至行動電話頂端，表 7-1 中的各系列都有這樣的演變趨勢。 

步驟 4  螢幕參考 6 系列 6110/6138 分支後期，由於最後顯示資訊量的需求，因此螢幕有向上拉

長的演變趨勢，且下緣為波浪狀。 

步驟 5  參考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將螢幕外輪廓下緣加厚，並建立 5 向捲動鍵。 

步驟 6  參考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的 6220，在行動電話基本輪廓的側邊曲線下半部劃分兩塊區

域，使整體輪廓有更加纖細的視覺效果。 

步驟 7  以向上微笑形的曲線，劃分主功能按鍵群和數字按鍵群，3 系列、8 系列和 6 系列

6110/6138 分支，均有這樣向上微笑形的曲線。 

步驟 8  建立主功能按鍵群和 5 向捲動鍵。 

步驟 9  參考 8 系列品味系列的數字按鍵群造形，劃分扁長形狀的數字按鍵單元。 

步驟 10  垂直劃分兩側和中央數字鍵。 

步驟 11  參考 2000～2001 年之間的 3 系列 3310～3350、3510 和 8 系列 8810～8850 的聽筒造

形，建立垂直排列的聽筒單元；並參考 6 系列 6150 和 3 系列 3315、3410 的聽筒部位，建

立開口向下的圓弧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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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步驟 7              步驟 8             步驟 9           步驟 10          步驟 11 

圖 7- 6  以 3 系列為基礎的混和操作範例步驟圖 

 

 
圖 7- 7  以 3 系列為基礎的混和操作範例 

 

本範例（如圖 7-7 所示）的概念類似於 3 系列後期所推出的 3G 行動電話 3230，擁

有較大的彩色螢幕和幾何造形的按鍵。本範例也結合了較多不同系列的造形特徵，使

整體的造形有相當大的變化，雖以 3210 為基本輪廓，但由於按鍵部分以非 3 系列的造

形，使整體少了一點舊時 3 系列的味道。不過仍不難由基本輪廓和螢幕外輪廓來判斷

NOKIA 的造形特徵。 

 

7-3-2   以 6 系列為基礎的混和操作範例 

 

本操作範例以 6 系列 6110/6138 分支的傳統輪廓為基礎，加入近期 6 系列所出現的

較幾何化的造形特徵，以及切割形式的按鍵，並將 6 系列傳統的大體積縮小，揉合 6

系列新舊時期的造形特徵，讓傳統的 6 系列也能擁有新款 6 系列的商務時尚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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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範例參考 6110/6138 的行動電話基本輪廓，類似子彈形狀的傳統造形。螢幕參考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為較長形的彩色螢幕。主功能按鍵群和數字按鍵群參考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以切割方式規劃按鍵區域，為滿版面的按鍵，且主功能按鍵群為五向

捲動鍵為主。麥克風參考 6 系列 6210 和 6310 的掀蓋式造形。 

 

步驟 1  以 6 系列類似子彈形狀的傳統造形，建立行動電話基本輪廓。 

步驟 2  參考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建立上下拉長的彩色螢幕。 

步驟 3  參考 8 系列和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的體積大小，將傳統的基本輪廓縮短，並修正螢幕

的位置。 

步驟 4  參考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建立上下延伸的螢幕外輪廓。 

步驟 5  以向上微笑形的曲線，劃分主功能按鍵群和數字按鍵群，3 系列、8 系列和 6 系列

6110/6138 分支均有這樣向上微笑形的曲線。 

步驟 6  參考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的 6230～6220，在行動電話中央建立垂直的矩形框線，劃分

主功能按鍵群和數字按鍵群的垂直線條，並劃分聽筒的造形輪廓和位置。 

步驟 7  建立主功能按鍵群和數字按鍵群，並建立聽筒的造形輪廓。 

步驟 8  劃分主功能按鍵群，並建立 5 向捲動鍵。 

步驟 9   參考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建立聽筒的造形。 

步驟 10  參考 6 系列 6110/6138 分支的 6210 和 6310，建立掀蓋式的麥克風造形。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步驟 7              步驟 8              步驟 9            步驟 10 

圖 7- 8  以 6 系列為基礎的混和操作範例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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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9  以 6 系列為基礎的混和操作範例 

 

本範例（如圖 7-9 所示）由螢幕於按鍵即能夠傳達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的造形特

徵，而卻以 6 系列 6110/6130 分支的傳統輪廓來呈現，使整體造形融合了 6 系列傳統與

現代兩種造形意象。整體像是 6310 和 6230 的結合，以 6310 的基本輪廓和麥克風造

形，結合 6230 的螢幕、主功能按鍵群、數字按鍵群和聽筒造形。 

 

 

7-3-3   以 7 系列為基礎的混和操作範例 

 

本操作範例以 7 系列非對稱的輪廓為基礎，加入 3 系列波浪按鍵的水平連結概念

與 6 系列的幾何化按鍵造形。嘗試將 7 系列的不對稱造形結合 3 系列的趣味概念，並

結合 6 系列近期出現的幾何化造形，讓前衛搶眼的 7 系列，也能擁有趣味可愛的一

面。 

 

本範例參考 7 系列後期的時尚系列行動電話基本輪廓，在矩形基本輪廓的右下角

導大圓角。螢幕參考 8 系列的比例，為橫向式的螢幕。主功能按鍵群參考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的幾何造形，並加上五向捲動鍵。數字按鍵群參考 3 系列水平連結的波浪造

形數字按鍵，並融合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的幾何造形按鍵。聽筒則參考 6 系列

6110/6138 分支，三個水滴狀，呈放射狀排列的造形。 

 
步驟 1  參考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的 6020～6235，建立四角均修圓角的矩形為行動電話基本輪

廓。 

步驟 2  參考 7 系列的非對稱基本輪廓，將右下角的圓角加大。 

步驟 3  參考 7 系列的幾何圖騰，建立橫向的螢幕外輪廓。 

步驟 4  參考 3 系列 3210 分支的螢幕比例，建立較短小的螢幕。 

步驟 5  參考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建立 5 向捲動鍵和幾何形狀的主功能按鍵群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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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  參考 3 系列 3210 分支的 3315 和 3410，俗稱波浪機的水平連結數字鍵，並加入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的幾何數字鍵造形，建立水平連接的長方形數字鍵，右下角的數字鍵順著

螢幕外輪廓的大圓角修正，也將按鍵的右下角修出圓角。 

步驟 7  參考 6 系列 6110/6138 分支的傳統聽筒造形，建立三個水滴造形的聽筒，呈放射狀排

列。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步驟 7 

圖 7- 10  以 7 系列為基礎的混和操作範例步驟圖 

 

 

圖 7- 11  以 7 系列為基礎的混和操作範例 

 
本範例（如圖 7-11 所示）由於非對稱的基本輪廓，加上水平連結的數字按鍵群，

使整體造形較有趣味性。螢幕外輪廓使用 7 系列特有的幾何圖騰，以橫向排列的方式

將螢幕框住，此造形特徵能直接傳達 7 系列的特點。而在數字鍵的部分做了較大的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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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將 3 系列水平連結按鍵的概念，與 6 系列 6500 分支後期的幾何按鍵結合，創造新

的造形特徵。 

 

 

7-4   應用於非行動電話產品的造形設計 

 

本研究透過對行動電話造形文法規則的推導，運用在非行動電話產品上，其目的

是希望讓一個品牌長久以來建立的設計語言，能夠被廣泛的運用在不同的產品身上。

當一個公司希望生產第二種不同的產品時，也能夠透過造形文法，將設計語言移植到

這項產品身上，讓設計語言延續下去。因此本研究在此舉 MP3 隨身聽為例，進行操作

範例。 

 

由於行動電話的造形特徵元素皆位於正面，因此挑選 MP3 隨身聽為操作範例，以

便於進行造形特徵元素的對應。市面上 MP3 隨身聽的品牌和造形眾多，本階段的發展

無法完全涵蓋所有的造形，而僅挑選市面上最常見的棒狀式 MP3 隨身聽、直立式 MP3

隨身聽和橫向式 MP3 隨身聽等，三種不同形式的 MP3 隨身聽來進行實際操作，以代

表不同規格的 MP3 隨身聽。其中棒狀式 MP3 隨身聽在市面上款式最為眾多，因此只

舉其基本形為例。由於此三款 MP3 隨身聽的造形特徵元素，皆偏為最基本的幾何單

元，且個別的基本輪廓與功能鍵的位置皆不同，因此挑選此三款 MP3 隨身聽為例，以

嘗試不同的造形變化。 

 

本研究所採用的應用方式，是先將 MP3 隨身聽主體的造形特徵元素拆解，將 MP3

隨身聽的造形特徵元素對應到行動電話的造形特徵元素上，再挑選個別的造形文法規

則加以套用，接著加入設計自由度，進行造形的細部修正，最終以 rendering 形式呈現

最後設計。本研究將以這樣的方式進行以下三個範例的操作。 

 

 

7-4-1   棒狀式 MP3 隨身聽 

 

由於市面上最常見的棒狀式 MP3 隨身聽品牌和款式眾多，為了不受過多的裝飾與

造形影響，因此以線條圖表示其基本形和比例，以最基本的幾何形狀為個別的單元，

如圖 7-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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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棒狀式 MP3 隨身聽的造形特徵元素拆解，包含 MP3 隨身聽的基本輪廓、螢幕

裝飾框、螢幕和按鍵，再分別對應到行動電話的基本輪廓、螢幕外輪廓、螢幕和按鍵

上，接著挑選適合的文法規則加以套用，一步一步建構出具 NOKIA 意象的 MP3 隨身

聽，其步驟如圖 7-12 所示。 

 

       

圖 7- 12  棒狀形式 MP3 隨身聽造特徵元素拆解與對應 

 

步驟 1  建立基本輪廓，一個四角導了圓角的直立長方形。 

步驟 2  套用(Rule 8a-c01.)，將基本輪廓加上側邊曲線，和上下緣的弧度。 

步驟 3  套用(Rule 8c-c01.)，建立螢幕外輪廓。 

步驟 4  套用(Rule 8c-m05.)，將螢幕外輪廓的曲線向下拉伸。 

步驟 5  套用(Rule 8c-m02.)，將螢幕外輪廓的下緣兩側向外拉伸，變成兩邊較寬闊而圓潤的造

形。 

步驟 6  依照棒狀形式 MP3 隨身聽的規格，建立按鍵和螢幕。 

步驟 7  將螢幕加上側邊曲線的弧度。 

步驟 8  將按鍵的造形，轉變為圓潤的倒梯形，以呼應螢幕外輪廓的造形。 

最終上色，以 rendering 形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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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Rule 8a-c01.)    (Rule 8c-c01.)    (Rule 8c-m05.)    (Rule 8c-m02.) 

 

                                  
步驟 6                    步驟 7                 步驟 8                   步驟 9 

圖 7- 13  套用造形文法建構棒狀式 MP3 隨身聽的操作步驟 

 

7-4-2   直立式 MP3 隨身聽 

 

本範例以市面上極受消費者寵愛的 MP3 隨身聽 Apple I-POD 為例，由於 I-POD 的

造形特徵元素皆為最基本的幾何形狀，較不容易有受到複雜多變造形的視覺影響，因

此挑選 I-POD 為例。 

 

將 I-POD 的造形特徵元素拆解，包含 I-POD 基本輪廓、螢幕和主功能按鍵群，再

分別對應到行動電話的基本輪廓、螢幕和主功能按鍵群上，挑選文法規則加以套用，

一步一步建構出具 NOKIA 意象的 MP3 隨身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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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4  Apple I-POD MP3 隨身聽造特徵元素拆解與對應 

 
步驟 1  建立基本輪廓，一個四角導了圓角的矩形。 

步驟 2  套用(Rule 8a-c01.)，將基本輪廓加上側邊曲線，和上下緣的弧度。 

步驟 3  依照 I-POD 的規格，建立矩形螢幕。 

步驟 4  建立主功能按鍵群的造形，將 I-POD 原來的圓形轉盤，轉變為 NOKIA 的矩形五向鍵。 

步驟 5  將舉行五向鍵加上向內凹陷的線條。 

步驟 6  對應 I-POD 的按鍵排列，加上按鍵的功能符號。 

最終上色，以 rendering 形式呈現。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Rule 8a-c01.) 

                 
步驟 5                           步驟 6  

圖 7- 15  套用造形文法建構直立式規格 MP3 隨身聽的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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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I-POD 並無螢幕外輪廓的裝飾線條，若增加螢幕外輪廓的裝飾線條，如圖 7-

16 所示，所呈現的面貌將更具有 NOKIA 意象。 

 

       

圖 7- 16  加上螢幕外輪廓裝飾線條 

 

7-4-3   橫向式 MP3 隨身聽 

 

市面上也存在著橫式的 MP3 隨身聽，在此舉 SONY NW-HD3 MP3 隨身聽為例，

它的造形特徵元素如同 I-POD 一樣，皆屬於最基本的幾何形狀，因此以其橫向規劃的

造形，列為操作範例之一。 

 

將 SONY  NW-HD3  MP3 隨身聽的造形特徵元素拆解，包含基本輪廓、螢幕、主

功能按鍵群和螢幕裝飾框，再分別對應到行動電話的基本輪廓、螢幕、主功能按鍵群

和螢幕外輪廓上，挑選文法規則加以套用，一步一步建構出具 NOKIA 意象的橫向式

MP3 隨身聽。 

      

圖 7- 17  SONY NW-HD3 MP3 隨身聽造特徵元素拆解與對應 

 

步驟 1  建立基本輪廓，一個四角導了圓角的橫向矩形。 

步驟 2  套用(Rule 8a-c01.)，將基本輪廓上下緣加上行動電話的側邊曲線，和左右兩側的弧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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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依照 SONY NW-HD3 的規格，建立矩形螢幕。 

步驟 4  套用(Rule 8c-c01.)，建立橫向的螢幕外輪廓，包圍住螢幕。 

步驟 5  套用(Rule 8c-m02.)，將螢幕外輪廓的右側向上下拉伸，變成上下兩邊較寬闊而圓潤的造

形。 

步驟 6  套用(Rule 8c-m05.)，將螢幕外輪廓的曲線向右拉伸，定建立主功能按鍵，為五向鍵。 

步驟 7  將螢幕外輪廓的內側曲線向左拉伸，以至主功能按鍵的中心。 

步驟 8   對應 SONY NW-HD3 的按鍵排列，加上按鍵的功能符號。 

最終上色，以 rendering 形式呈現。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Rule 8a-c01.)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Rule 8c-c01.)                               (Rule 8c-m02.)                                  (Rule 8c-m05.) 

 

                
步驟 7                                           步驟 8 

圖 7- 18  套用造形文法建構橫向式規格 MP3 隨身聽的操作步驟 

 

本階段所建構的三款 MP3 隨身聽，如圖 7-19 所示，皆套用了行動電話基本輪廓和

螢幕外輪廓兩項文法規則，因此皆為有腰身，且具備了螢幕裝飾框的造形。而直立式

MP3 隨身聽以 I-POD 為例，其並無螢幕裝飾框，在一開始建構的造形中發現，若無螢

幕裝飾框，如圖 7-16 左側的造形，較為簡潔，較缺少 NOKIA 的造形特徵，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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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刻意套用螢幕外輪廓的文法規則，加上螢幕裝飾框，如圖 7-16 右側造形，發現其更

能夠傳達 NOKIA 的意象。 

 

由此操作過程中可以發現，NOKIA 的「行動電話基本輪廓」和「螢幕外輪廓」兩

項重點造形特徵，對於傳達 NOKIA 意象有相當大的影響力。只要套用這兩項造形特徵

的文法規則，即能建構出 NOKIA 的基本形態。 

 

                              
(a) 棒狀式                         (b) 直立式                                         (c) 橫向式 

圖 7- 19  三款套用造形文法規則建構的 MP3 隨身聽 

 

將最後建構的造形與原來的造形做比較，我們發現棒狀式的 MP3 隨身聽與原始造

形變化較小，而直立式和橫向式的造形變化較大。本研究推測其原因可能是，棒狀式

MP3 隨身聽的原始造形在市面上琳瑯滿目，各種造形的變化已充斥眼前，因此並無明

顯的造形特徵。而直立式的 I-POD 和橫向式 SONY NW-HD3，雖然都是幾何造形，但

皆有獨特性的造形特徵，I-POD 擁有簡潔的基本輪廓和獨特的轉盤式按鍵；SONY 

NW-HD3 為少見的橫向式 MP3 隨身聽，因此同規格的造形變化較少見。且兩者皆由圓

形和矩形等基本的幾何造形組成，在套用文法規則時，較不會受到原始造形的限制，

能有較大的發揮空間。因此本研究所建構的直立式與橫向式 MP3 隨身聽，能將原始造

形做較大的改變，傳達較強烈的 NOKIA 造形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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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結論與建議 

 

8-1   研究成果 

 

經過前面幾章的探討與操作之後，可以簡單歸納本研究的成果如下： 

 

(1)   NOKIA 行動電話發展歷程 

本研究蒐集大量的 NOKIA 文獻資料與行動電話圖片，了解 NOKIA 行動電話的上

市年代，觀察造形發展的關聯性，將各系列分支一一劃分釐清，編列「NOKIA 行動電

話系列發展年代圖表」，為 NOKIA 建立明確的造形演化族譜。透過此年代圖表能夠清

楚了解 NOKIA 行動電話的造形發展情形。並透過此年代圖表來進行造形演化的分析，

將 NOKIA 行動電話的系列造形發展歷程，依照各系列分支來進行詳細的討論，以掌握

各系列行動電話的造形特色。 

 

(2)   品牌產品識別的延續 

本研究以 NOKIA 系列產品為例，推導合適的造形文法規則，並實際操作文法規則

的應用，發現建構出的造形的確能保有 NOKIA 的設計語言，相信能夠幫助設計師為公

司設計出一貫的造形特色，延續公司的產品識別。透過造形文法的觀念，的確能分析

品牌的設計語言，並加以應用。 

 

(3)   以造形文法規則應用的寬鬆程度，可發展不同特性之創新造形 

經過本研究第六章的實際操作之後發現，完全套用文法規則與部分套用文法規則

的差異，在於設計過程的限制程度。若給予較寬鬆的規則限制，能夠產生較大的造形

變化與創新。本研究認為，雖然可以有較大的創造空間，但在建構的過程中仍必須維

持文法規則的原始概念。 

 

(4)   重點造形特徵的發現 

由於實驗訪談結果發現到，NOKIA 8 系列時尚系列的行動電話，「行動電話基本

輪廓」和「螢幕外輪廓」兩項造形特徵最能表現出 NOKIA 的造形特色，列為「重點造

形特徵」。且造形建構順序和最能表現 NOKIA 造形特徵的順序有很大的關聯，而合適

的造形建構順序，即為本研究所編列的造形特徵元素代號順序：a.系列行動電話基本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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廓、b.螢幕、c.螢幕外輪廓、d.主功能按鍵群、e.數字按鍵群、f.聽筒、g.麥克風（以 8

系列時尚系列分支為例）。經本研究於行動電話與非行動電話實際操作後發現，「行

動電話基本輪廓」和「螢幕外輪廓」兩項造形特徵的確能明顯的傳達 NOKIA 的造形意

象，套用此兩項規則即能保留住 NOKIA 的設計語言。 

 

8-2   研究貢獻 

 

經過造形文法推導、推導實驗和文法規則的實際操作之後，本研究提出「造形文

法規則推導模式」與「造形文法規則應用模式」。 

 

(1)   產品造形文法規則推導模式 

本研究對造形文法規則進行推導與推導的實驗，可以發現到每一個人所推導的文

法規則並無法使內容客觀而完整，即使本研究花費較長的時間推導，仍有某些遺漏之

處。因此本研究建議，文獻資料和文法推導的前置作業可由一個人完成，而造形文法

推導工作應以多人小組的方式進行，以提高工作效率，並確保文法規則的完整性和客

觀性。接著進行小組討論，協調文法規則以達成共識，最後由一個人統整最終的文法

規則。圖 8-1 為本研究提出的產品造形文法規則推導模式流程圖。 

 

文法規則推導的前置作業： 

‧搜尋所要推導的產品圖片，並調查上市年代，了解造形發展的先後順序。 

‧選定適合的視圖平面，劃分產品的造形特徵元素，依照產品造形建構順序，來編列

各個造形特徵的編號順序和名稱。 

‧在電腦上以 2D 向量繪圖軟體，建立產品整體與各造形特徵的輪廓線條圖，以便觀察

造形的細部特徵，以及最終文法規則呈現使用。 

 

文法規則的推導與統整： 

‧推導過程建議先在產品圖片和輪廓線條圖的紙本上，以手繪與文字的方式進行，較

能隨心所欲的推導。參予推導專家，可依照各造形特徵元素的部位，將所觀察到的

造形演變或關聯性現象標示出來，尋求可能的規則。這個部分建議以多人小組的方

式進行，以尋求較多不同的文法規則與推導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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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組討論的方式，將每個人所推導的文法規則做協調性的統整，統整出達成共識

的文法規則或推導概念，剔除未達成共識的部分，以提高整體文法規則的完整性和

客觀性。 

‧將文法規則統整之後，再以電腦 2D 向量繪圖軟體，進行文法規則示意圖的繪製。 

‧最終以圖片配合文字說明的方式，呈現整體的文法規則。 

 

 

 

 

 

 

 

 

 

 

 

 

 

 

 

圖 8- 1  產品造形文法規則推導模式流程圖 

 

(2)   產品造形文法規則應用模式 

本研究將行動電話的文法規則應用於 MP3 隨身聽的設計，經過嘗試之後發現本研

究所推斷的應用方式是可行的。其應用的方式是先將 MP3 隨身聽主體的造形特徵元素

拆解，將 MP3 隨身聽的造形特徵元素對應到行動電話的造形特徵元素上，再挑選個別

的造形文法規則加以套用。 

 

應用文法規則於行動電話與非行動電話的設計過程中，本研究經過嘗試之後認

為，仍必須加入設計自由度，讓設計師有多一點嘗試與創造的空間，較能產生較大的

造形變化與創新的設計，並應給予細部造形修正的空間，才能使整體設計過程不會感

到窒礙難行。圖 8-2 為本研究提出的產品造形文法規則應用模式流程圖 

 

產品圖片蒐集並調查相關年代資料 

文法規則推導 
的前置作業 

選定適合的視圖平面

劃分產品的造形特徵元素並編號命名 

建立各造形特徵的輪廓線條圖

文法規則的 
推導與統整 

在產品圖片和輪廓線條圖的紙本上進行推導 

標示出造形演變或關聯性的現象 

小組討論，將文法規則做協調性的統整 

文法規則示意圖的繪製

以圖片配合文字說明的方式呈現文法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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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規則於相同產品的應用： 

‧根據造形建構的順序，挑選適合的文法規則加以套用。 

‧設計過程中加上設計自由度，依照需求調整文法規則的套用程度，給予創造空間和

細部修正的空間。 

 

文法規則於其他產品的應用： 

‧根據欲設計的產品造形特徵的建構順序，將其造形特徵元素拆解。 

‧在原產品上挑選相關性較高的造形特徵元素做對應。 

‧根據所想要的產品意象，以及其產品的建構順序，挑選各造形元素適合的文法規則

加以套用，一步一步地建構產品造形。 

‧設計過程中加上設計自由度，依照需求調整文法規則的套用程度，給予創造空間和

細部修正的空間。 

 

 

 

 

 

 

 

 

 

 

 

 

 

 

 

 

 

 

 

圖 8- 2  產品造形文法規則應用模式流程圖 

 

最終統整後的

造形文法規則

文法規則於 
相同產品的應用 

文法規則於 
其他產品的應用 

根據造形特徵元素的 
建構順序 

根據建構順序 
將造形特徵元素拆解 

對應原產品的 
造形特徵元素 

造形設計

細部造形修正

挑選適合的文法

規則加以套用 

最終設計呈現

 
依照需求調整文法 
規則的套用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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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本研究不足之處 

 

本研究探討造形文法推導與實際操作，雖然歷經一段研究過程，但由於時程上的

限制，僅以範例的形式進行研究，所得到的結果並非完整而詳盡，每個環節可能會忽

略某些研究的細節，這些細節的執行，還有待後續研究的驗證與補充。以下提出幾點

可能尚有欠缺的部分： 

 

(1)   未建立 NOKIA 全系列行動電話的造形文法規則 

由於 NOKIA 行動電話的系列體系相當龐大，礙於時程的關係，本研究僅以

NOKIA 8 系列時尚系列行動電話作為造形文法規則的推導範例，對於最終的造形建構

操作範例造成限制。若完全套用文法規則，則無法發揮較大的造形變化，必須降低規

則套用的程度，放寬套用規則的數目，如此能使操作過程較能自由發揮，增加造形的

變化。因此，本研究在第六章的 7-3.混合不同系列的造形文法規則的部分，以訪談資

料中最具 NOKIA 代表性的五個系列分支來進行三個操作範例，嘗試說明全系列文法規

則的造形建構，揉合這五個系列的造形特色。 

 

(2)   非行動電話產品的文法規則應用 

本研究僅以較多造形特徵元素亦位於正面的 MP3 隨身聽為例，而造形文法規則的

廣泛應用性並未深入探討，若嘗試其他不同性質的產品，由於產品造形的多樣性，在

造形特徵元素的對應，或許會在不同的平面，可能有較多的變化與應用方式，這是本

研究未做的嘗試。 

 

(3)   造形文法規則應用之周延性與客觀性較不足 

本研究的文法規則應用操作範例，僅以研究者本身的操作，由於時程上的限制，

並未驗證文法規則的應用性，唯恐欠缺應用手法的周延性與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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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後續研究的建議 

 

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幾項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提供給後續研究者參考，簡單

歸納如下： 

 

(1)   其他造形因素的文法規則探討 

行動電話產品的造形元素除了正面輪廓之外，在行動電話市場上已不再只是強調

產品的外形，而仍有其他許多影響產品視覺與觸覺感官的重要因素，如材質、表面處

理、色彩等。若針對這些因素進行文法規則的探討，如材質文法、表面處理文法、色

彩文法等，想必還有很大的探討和研究的空間。 

 

(2)   立體化的造形文法規則探討 

目前對於造形文法的研究，大都集中於 2D 平面圖像的探討，真實的產品卻大都為

3D 立體化。例如 NOKIA 行動電話後期的按鍵和整體機殼，常常使用到凹凸曲線的表

面設計，表面的立體感無法在 2D 平面的圖形上呈現出來。因此，如何有效推導和建立

立體化的造形文法規則，應該也是相當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3)   品牌設計語言的創造 

本研究針對品牌設計語言的延續做探討，探討對象必須是長久以來建立穩固設計

語言的品牌，目的是運用造形文法找出品牌設計語言的所在。而對於初創或準備要創

立的品牌而言，需要的是設計語言的創造。針對品牌與造形語言創造的部分，造形文

法是否能夠提供幫助，也是相當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4)   造形文法應用的廣泛性 

本研究針對 NOKIA 行動電話進行造形文法的研究，並嘗試將造形文法運用於非行

動電話產品上，並以 MP3 隨身聽為操作範例，以造形特徵拆解後相對應的方式操作，

發現這樣的方式是可行的。但 MP3 與行動電話同屬消費性電子產品，在運用上的差異

不算太大。若將其文法運用於其他所屬類型差異甚大的產品，如家具、汽車、燈具

等，造形特徵拆解後相對應的方式是否可行？是否有其他更佳的操作方式？這有關於

造形文法應用的廣泛性。這都是相當有趣的研究課題，且有相當大的研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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