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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以手寫硬筆字為研究範圍，探討手寫字風格的辨識因素。分為二階段

進行研究，首先收集充足的手寫字風格代表字樣，整理分析是否具有共同架構。經過

疊合演算後而得到平均手寫字樣，顯示每個手寫字樣都存有一近似正楷的骨架，為手

寫字的範型。再以語意差異法的問卷調查方式，對一般人進行風格認知調查。問卷經

過因素分析，萃取出人們辨識手寫字風格的主要因素為(1)結構上的空間性因子，其次

為(2)筆劃態勢的動態性因子和(3)感性的感官性因子。此項初步分析結果也符合了其它

不同對象的風格研究結論，要達成風格辨識得透過形狀特徵及結構關係。而所分析出

的 3 項因子也可做為設計手寫字體風格參考方向。 

 

關鍵字：手寫字，風格辨識，語意差異法，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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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handwriting materials as a medium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underlying style judgment. Handwritten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college students. For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the prototypical 

exemplar of a given handwritten character, samples of the same characters were 

averaged. A custom image processing protocol was developed to extract the linear 

version of an average character. All writing samples were assorted into 15 distinct 

style groups. Each group was then evaluated on 12 descriptive features. The results 

of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erformed on the feature matrix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three main factors underlying style judgment: the spatial, the dynamic, and 

the gender/sensational factor. The placement of the prototypical exemplars in the 

factor space, and its theoretical importance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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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風格是藝術史上經常談論的問題，許多藝術家所創造的東西都存有其獨特的風

格，無論是建築、雕刻、繪畫，各自以不同的手法特徵表現內在心理活動；透過風格

的考察，可以推究創作者當時代的時空背景以及心理狀態，風格也代表了一系列作品

的內在脈絡。許多研究，即是以考察風格的方式，進一步了解創作物的特徵以及影響

風格認知的因素。 

 

在日常生活中，最能代表我們個人或個人風格的，就是每個人的手寫筆跡。透過

簽名的書寫行為，我們用個人的書寫方式代表自已，每個人都擁有各自獨特的書寫風

格。相較於其它創作物，手寫字能相當簡單的被創造又具有個人代表性。我們經常不

自覺的以書寫筆跡留下個人強烈印記，筆跡鑑定即能以此觀察個人手寫特徵，判別是

否為書寫者的真實筆跡。 

 

風格在手寫字評論中扮演了重要角色。幾乎每個書法家都能自成不同的風格，為

別人難以模倣，也少有數人合為一流派或為同一風格。其書家個人風格的差異，為鑑

賞書法時的重要趣味。一般人都可以很容易的評價字跡，無論是依據直覺或以往所習

得的美感經驗，都可以很輕易的認定手寫字跡是否好看美觀。而對於手寫字判別的意

見也多是趨於一致，少有對一個字評價十分兩極的情形出現。而除了美醜之外，還能

在字裡看出書寫者的性格或是當時的書寫狀態，不只是字寫得整齊與否，這些都影響

了對手寫字的評論。當我們評判手寫字跡時，不只是單純做出美醜的判別，實際上是

辨識該字的風格特徵，加以歸類比較再做出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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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選擇以手寫字進行風格研究，並可整理出具有以下 4 項特點做為背景

（Chen, 2004）： 

(1) 手寫字的風格容易被辨識，幾乎每個人的字跡都不盡相同，而熟悉相似的

字跡也很容易被辨認出來。 

(2) 手寫字的風格廣而豐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書寫特性，其風格範圍廣並且

包含各種不同向度的風格。 

(3) 對於風格判別容易有一致意見。人們對於字跡的美醜意見多半一致，個體

意見差異不大。 

(4) 手寫字樣本容易收集，且容易有大量樣本數，適合大量全面的進行風格特

徵研究。 

 

以往對於手寫字的研究多半是著重在電腦辨識技術，缺少美感認知上的討論；即

便是評論書法的書論，也多是主觀感性的抽象評論，而非客觀實徵的探討。因此本研

究由以上幾點特性為研究背景，試圖著手研究手寫字的風格辨識具有何種特性。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為進一步了解手寫字風格辨識，以當今常用的手寫硬筆字為研究範圍，就空

間架構初步探究手寫字風格辨識的因素。期望了解人們手寫字的結構特徵，以及如何

辨識手寫字風格，並希望作為未來設計手寫字體的參考方向。 

 

1.3 研究問題 

１． 眾人的手寫字空間架構中，是否具有特殊明顯的結構傾向？ 

２． 對於手寫字的美感判別容易形成一致意見，是否表示有著手寫字的理想形象

存在於我們對手寫字的美感認知當中？如果有，又和風格辨識有何關係？ 

３． 影響手寫字風格辨識的因素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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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流程架構 

   本研究分成二階段探討手寫字的風格特徵辨識。第一階段先收集大量手寫字樣本，

經過整理疊合樣本字跡後，觀察探究手寫字的空間架構有何特徵；並且所收集不同人

所寫的手寫字樣本，經進一步收斂成為風格代表樣本，以利進行下一階段的研究。第

二階段以語意差異法為研究工具，進行風格特徵的問卷調查；再由大量的問卷結果中，

以因素分析的方式，找出影響風格辨識的主要因子。 

 
本研究流程架構如圖 1-4-1 所示： 

 

 

圖 1-4-1 研究架構 
 

    而各個階段的執行細節將於第三、四章兩章中作更加詳細的討論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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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風格 

 

2.1.1 風格的體驗 

  當我們在欣賞藝術作品時，我們並不是單獨分別的觀看，而是以一系列的方式觀

看，而這種觀看方式形成了風格的體驗。當我們觀看作品時，藉由對線條、體積等不

同視覺元素的反應，以視覺形式表現出來的意義看待一件作品。起初每看到一件新的

作品，就有一番極為不同的體驗。然而，隨著視覺經驗的累積，我們對視覺元素的反

應變得比較直覺，而非視為完全獨立的新事件；視覺記憶擴大了我們對藝術作品的經

驗，因此馬上意識到這件作品與其它作品之間的關係。而從各藝術作品之間覺察到的

不同與相似，開始影響看一件作品的態度，也會把一件作品看成是某種更大的事情的

一部分(Bates, 1966)。不再只是單獨看一件作品，還包括了觀察作品和作品之間的關

係、作者和作者之間的關係，甚而是作品和地域、時間之間的關連性。 

 

  隨著我們逐漸地更注意到不同作品的共同的特性，我們觀察的態度就經歷一種變

化。我們對作品間類似的重視，會使我們格外地留意於那些發生最頻繁的相似性。從

這些共同特徵上，我們在心目中形成了一個典型(model)藝術品－這是一種心靈的表

象，向我們反映出所謂一件藝術品的「風格」(Bates, 1966) 。 

 

    觀察到那些最頻繁的相似性，我們開始了解線條色彩這些元素如何被習慣地運

用，而這觀察經充分肯定之後，我們就會期望去發現反映在他的其它作品裡這個概念

的某些成分。我們根據所見到作品中的成分，和所記得的其它作品成分形成對風格的

概念。而作品與其它相似的作品，多是在同一個時代或在同一個地方被創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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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常把風格和藝術家製作的時代地點連結在一起。透過考察風格，可以反映創作

當時代的主要態度；更進一步地說，風格可以展現連續的心理活動，是人類思想的視

覺具現(Bates, 1966)。 

 

 

2.1.2 風格的定義 

風格(style)是具有差異的不同樣式，並且能穩定地展現獨特的美感特徵。Arnheim  

(1986)在《藝術心理學新論》(New Essays on the Psychology of Art)一書中，認為「風格

作為其創造者個性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之體現，成為了一種綜合象徵，通過它可以對

整個文化的本性和性質作出判斷。」，也就是說風格是作者與創作時的社會環境所共同

呈現的產物。透過風格的研究，可以重新體現當時的文化環境，例如哥德式建築就與

當時地理環境及技術發展關係密切。在許多文化中，要完成特定的藝術使命所選擇的

最佳途徑，多半是為人所共知的，並且也多是眾人都能夠接受的，而這些選擇得是在

已建立的傳統之上。更明確的說，風格的差異其實是樣式的差異，而這表現是通過主

題的特徵、社會環境和所服務的對象加以說明的。因此可以說「風格，是指某一特定

時間及地域中的藝術特徵之結合，風格的呈現即是當時文化的具體表現。」（莊明振等，

1995）。 

 

  風格也必須具有一定的恆定性，也就是保持其特殊的藝術特徵，使得知覺得以辨

認特徵，進而組織成為一群某種本質上相似的表現，有別於其它的風格表現。Schapiro 

(1953)認為風格是「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的藝術所具有的恆常形式，有時還有恆定要

素、性質、表達」。透過恆定的特徵展現，使得某一特定風格在心理結構中，能產生一

個恆定的形式和原型（prototype）（陳俊智，1994），而使我們得以辨識風格。 

 

 

2.1.3 風格判斷 

風格的認知和判斷其實是訊息處理後再分類的一個過程，其認知機制都是建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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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狀辨識之上（莊明振等，1995）。透過辨識出某些形狀特徵和結構關係，進一步分類 

為不同的群組，即能產生風格的認知。分類是組織和架構人類知識的基礎，而原型的

功能是作為分類的基準，藉由原型的比較加快分辨的過程，即原型是分類的認知參考 

點（陳俊智，1994）。而由前文所述，風格的形成體驗最初是由視覺辨認物件的視覺元 

素開始，再透過分類和比較的過程，因此接著談談這些物件形狀是如何被辨識的。 

 

 

2.2 形狀辨識 

 

我們對於外在事物的理解接觸，大多數是由視覺辨識物體形狀開始。而形狀辨識

的歷程也牽涉了我們是如何獲取這世界的知識，以及如何組織運用知識，去認識新的

訊息。上節提到風格的判斷，其實是辨識視覺元素的特徵，接受訊息再進行分類的心

理歷程。 

 

「形狀辨識」是指對外界事物、圖形或文字的認識。它是一個普遍存在、無所不

在的心理能力。以認知心理學的觀點解釋形狀辨識的理論，主要可以分為下列三種理

論（鄭昭明，1994）。 

 

 

2.2.1 模板比對理論 

模板比對理論(template-matching theory)認為外界所有的事物，只要是曾經接觸過

的，都會在腦子裡形成它們的烙印或模板(template)。當外界一個圖形呈現眼前時，它

的形狀和腦子裡貯存的模板一一的比對；當其中的一個模板與圖形的形狀吻合時，就

產生辨識的效果。例如一個鳥類觀察員可能拿著一本百鳥手冊，來比對所看的鳥是那

一種。但實際上視覺刺激變異太大，如果要一一都留下模板才能進而比對，必須花費

相當長的處理時間和大量資源，似乎並不合乎真實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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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sser (1967)曾經修正模板理論為，比對模板之前先對圖形刺激作適當處理，則

使得一個模板即可識別許多的圖形刺激。而這適當處理，又稱「前處理」(preprocessing) 

包括「局部性運作」(local operation)，用以消除圖形不必要的雜訊；以及「常態化運作」 

 (normalizing operation )，把扭曲傾斜的圖形轉變為標準或常態的刺激圖形。經清除雜

訊及常態化之後的刺激圖形，再與模板比對之後，就能產生有效的形狀辨識。 

 

 

2.2.2 範型比對理論 

  範型比對理論(prototype-matching theory)主張形狀辨識是基於腦子裡「範型」對外

界事物的比對。而「範型」是指在記憶中，作為評價圖樣的理想形狀的抽象化結果。

例如有各色各樣的樹，但產生「樹」的形狀辨識，並不是靠單一的模板，而是一個樹

的範型。它是一棵平均的樹，這棵平均的樹並非世上所存有某一株特定的樹，而只是

一個典範的樹。當刺激圖形和心理的理想圖樣相符合時，即能產生形狀識別。 

 

  而範型理論提出了二個模型（Solso, 1988）： 

（A） 集中趨勢模型(central tendency model)：認為範型是一系列樣本的平均代

表。例如 Posner 與 Keele (1968, 1970)認為，原型從數學上可假設為多維空

間中所有特徵長度平均值相交所構成的。同時從其實驗中可了解範型的產

生是透過抽象化的過程。因此，範型是一個儲存在記憶中的一個抽象物，

也是該類別的集中趨勢。 

 

（B） 特徵頻率模型(attribute-frequency model)：認為範型是由過去體驗最多的特

徵所組合。在這模型中，範型與一系列圖樣中「最好樣本」同義，範型乃

組合了一系列樣本中體驗最多的特徵圖樣。範型常常是獨一無二的，因為

它是特徵的獨特組合，而這些特徵是先前體驗過的。一個人每次看一個圖

樣時，就記錄下圖樣的特徵，也同時記錄下這些特徵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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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特徵比對理論 

特徵比對理論(feature-matching theory)理論認為事物或圖形都有各自組成的屬性

或特徵，因此要辨識這些事物或圖形，首先須分析事物圖形的屬性，再考慮其屬性的

質與量再進行辨識。當外來訊息的簡單特徵得到初步的分析，即完成圖樣識別。例如

英文字母”A”即具備水平直線、對角斜線、線段交叉與對稱線段的特徵。特徵比對理論

的處理方式是由細節分析進行到整體分析，但是某些情形下，只有當某一物件或形狀

的整體結構可以被單一的凝視確定時，整體處理會比細部的處理更早發生，而異於特

徵比對理論的模式(Eysenck & Keane, 2003）。 

 

 

2.2.4 形狀識別處理方式 

  而就形狀識別的處理方式可以為分二大類：1.自下而上的處理(bottom-up 

processing)：形狀識別是經由圖樣的各個組成部分的識別，經過概括之後，才完成整個

圖樣識別，例如特徵比對理論。2.自上而下的處理(top-down processing)：反之，則是

先經由整體圖樣的識別之後，再導致對各組成部分的識別，例如模板比對理論。由下

而上的運作，認為中央處理系統是被動的等著外來訊息的抵達，但實際上，中央系統

是站在主動詮釋的立場，隨時準備詮釋外來的消息為何。形狀辨識是「由上往下」和

「由下往上」兩種運作的結果。而以上相關形狀識別理論都不能單獨且完整地解釋所

有的圖樣識別認知現象，許多形狀辨識歷程都是混合數種辨識法則，無法只依靠單獨

的辨識理論。 

 

 

2.3 文字辨識 

  更仔細的探究，文字辨識是屬於形狀辨識的能力之一；我們可以分辨出各人手寫

筆跡的風格，辨識專屬於某人的手寫字風格特色，這能力與文字辨識歷程關係密切。

在討論手寫字風格辨識因素之前，先要了解文字主要是如何被辨識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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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關於中文的研究已多次指出，對於中文字形的知覺可能並非依靠線段特徵，

其辨識歷程是先以整體字作為一個知覺單位，之後才分解為各部分的組成（郭俊男，

1996）。類似在先前在「特徵比對」一節所談的，先由全體知覺再到細節分析。或許基

於演化上的理由，能加以特別注意的或記得的屬性有限，而且這些有限的屬性不是筆

劃特徵，而是整體的形狀（葉素玲、李金鈴、陳一平，1997）。 

 

在字跡相似的判斷上所倚賴的屬性，大體上並沒有特定是那些筆劃的特徵，而有

可能是這個筆劃的位置、形狀，才是決定此字整體感覺的明顯特徵。而具有相似屬性

的字跡容易被認知歸類在一起，產生群化現象而形成風格群聚。無論字的筆劃數如何，

當判斷字跡相似性時，仍能掌握一些字跡風格的不變性，而隸屬於某人的筆跡會穩定

地分佈在知覺圖像的某處，表示手寫中文字的確有著屬於個人的風格存在且保持穩定

（郭俊男，1996）。因為手寫筆跡存有這樣的特色，而能利用於進行筆跡鑑定或是簽名

確認等工作。 

 

    由以上的文獻討論內容，可以得知對於外在世界的探索多起自於對事物形狀的辨

識，可能是透過特徵比對、範型比對或是模板比對等方式，辨識了事物的形狀進而轉

化成為內在的認知基礎。文字辨識亦為形狀辨識的一種，而以往的研究發現對中文字

的辨認，並非針對某一種形狀特徵的筆劃，而是先決於整體的位置、形狀，其後才是

對筆劃的認識。此外，因肌肉運動的方式不同，每個人的筆跡都存有其獨特穩定的特

徵，形成該書寫者特殊的風格；而從手寫字的風格也可觀察書寫者當時的狀態。本研

究主要探討的就是我們是如何辨識手寫字風格的？主要的心理因素有那些？手寫筆跡

之間有著什麼相似和相異的結構？這些便是以下研究所進行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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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平均字研究結果 

 

 
    在此一階段，本研究先收集大量手寫字樣本，疊合觀察是否具有共同的結構特徵。

經過樣本疊合之後，得到一個平均的結構，以此可做為手寫平均字型。參照形狀辨識

的「範型比對」理論，可以推論手寫字具有一範型架構，而平均字可以用來觀察手寫

字的範型，做為風格辨識的心理基礎。 

 

3.1 收集手寫字樣本 

3.1.1 收集手寫字樣本 

   由 80 名修習普通心理學課程的台灣大學心理系學生，參照範例字樣以正楷書寫於

A4 紙張內 10 行 16 列的格子之中，去除 2 個空白方格，則每人共寫 158 個不同手寫字

樣。使用書寫工具為一般書寫硬筆，如原子筆、鉛筆。每個書寫方格空間為 1.3 平方

公分，為一般書寫空間大小。範例字樣包含字頻、中文字架構方式以及筆畫數的考量，

盡量涵蓋中文字的不同向度。所收集字樣共有 80*158，總計 12640 個手寫字樣本數。 

 

圖 3-1-1-1 手寫字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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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整理樣本 

    將樣本掃瞄至電腦繪圖軟體，切開製作單獨個體的手寫字樣本，共有 12640 個手

寫字樣本數。再調整亮度與對比，去除雜訊使筆畫骨架清楚。由於每個人寫字的大小、

位置不一，難以比較。因此再將手寫字樣本進行常態化處理，將每個字放大縮小約為

0.85 平方公分的大小，以利於比對空間位置。 

 

 
圖 3-1-2-1 調整手寫字樣本 

 

 

3.2 疊合手寫字樣本 

  為了解手寫字是否具有明顯的空間結構傾向，故疊合手寫字樣本，觀察疊合情形。

先將手寫字樣本進行常態化處理，使樣本大小略為一致。再將每個字各 80 個樣本數疊

合，以算數平均的方式，得到手寫字平均的結果。 

 

   

圖 3-2-1 手寫字常態化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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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手寫字疊合情形 

 
 

3.3 Grass fire 處理 

  疊合之後，可以看出似乎呈現一平均字的骨架雛型，但模糊的雜訊過多而不易辨

識。為了更能明確觀察架構情形，再進行 Grassfire burning 處理，找出手寫字平均字的

骨架。 

 
 

3.3.1 Grassfire burning 原理 

  在影像處理的方法中，中軸轉換法(medial axis transform)是常用於影像形態轉變的

工具，主要為圖線細線化或骨架萃取之用。相似的演算法很多，在此所利用的是” 

Grassfire”演算方法 (Hsieh & Chen, 2005) 。Grassfire 主要的原理是先輸入一個二值化

黑白明顯的圖形，使能分辨出前景輪廓。再以如同野火燎原的方式，由輪廓四周全面

往中心演算，當火與火延燒之間相遇時即記錄下來，直到最後所有的火相遇於中心；

如此不斷記錄可形成如同地形等高線的資料階層。 

這資料階層再以程式轉為灰階方式呈現，最早相遇外圍的記錄以較暗的點表示，

中心相遇多次的記錄以較亮的點表示，如此由最暗到最亮表示圖形的演算記錄。而中

心骨架由於是在中心對稱的，由四周點燃的火最後才會交集於此，集合最多的點；而 

 

在資料上以最亮的部分表示。因此由中心骨架到外圍，記錄不同程度的點狀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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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藉此描繪找出中心骨架的形狀 。  

T
二極化圖形 四周往中間

演算
將記錄資料
以灰階顯示

反白可看出
中心骨架  

圖 3-3-1-1 grassfire 演算過程 

 

  實際的演算情形為輸入一二極化圖形，使能容易分出黑色的圖形與白色的背景。分

析範圍中所有的點，當該點未全部被圖形的黑點包圍，也就是位在圖地交界，即定義

該點為邊界。接著指定任一點(P ( )PP , yx )一個灰階值，當該點位在背景時設定為黑色；

若位於圖形則可依下列方程式演算設定： 

 
P = ( ))QP,(min

Q
Dc

E∈
⋅ , 

c 是整體調整結果倍率的係數，而 D 是代表任二點(P,Q)之間的距離，由下列式子

演算： 

 QPQP)QP,( yyxxD −+−=  

  概要來說為演算 P 點到圖形邊界的距離，距離越長則設定灰階值也越大（最大為

白色），依不同的距離值記錄成不同的灰階點，形成由外圍到中心的灰階分布圖。 

 

 

3.3.2 Grass fire 處理 

  將樣本字以 grass fire 程式處理，可得圖 3-3-2-1 的結果，白色部份即為記錄骨架

的點所接連情形。為求觀察方便，把圖形反白處理，並將記錄點的範圍圈繞確定，而

構成該平均字的架構，如圖 3-3-2-2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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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1 grassfire 處理情形 

 

 
  

圖 3-3-2-2 grassfire 後反白情形 

 

3.4 手寫平均字 

    為形成手寫字的平均架構，以反白 grassfire 的圖形為基礎，再以手寫方式試圖描

繪圈繞範圍其中的骨架，連接筆畫並平順化後可得手寫平均字結果。 

 

   

圖 3-4-1 描繪平均字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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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平順化平均字 

 

 

3.5 討論 

   

    為了了解手寫字具有何種空間架構上的特徵，本研究試圖將所有手寫字樣本疊合

進行觀察。而當 80 個樣本字疊合時，可以發現皆形成一個隱約的正楷字體，尤其筆畫

數越多的字，此一情形更加明顯。 

 

  
圖 3-5-1 手寫字疊合情形 

 

如圖 3-5-1 所示，可以發現皆具有一楷書的骨架在其中，像是外圍「囗」右上角的

二次轉折方式，空間架構的安排，都是標準楷書的書寫方式。以此看來，中間隱約的

楷書字體可能是大家書寫時心中的標準架構，而實際書寫時因人而異的以此架構或左

或右的偏移，形成各人不同的手寫字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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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之前的範型比對理論，每個字都可以找到一隱約的楷書骨架，可做為每個字

的範型架構。表示人們在書寫時，具有一個抽象的標準形象在心中，而依此形象下筆

書寫，因而疊合起來才會具有共同的範型架構出現。而此一範型是否影響人們評論手

寫字風格的標準，或人們是否依此結構做為評論的依據，將於下節風格辨識部分更進

一步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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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風格特徵辨識 
 
 
 

  在第二階段，先以語義差異法的方式進行風格特徵的辨識調查，再以因素分析初

步探求那些因素影響了辨識手寫字風格。 
 
 

4.1 語義差異法 

語義差異法(Semantic Differential Technique)簡稱為 SD 法，是屬於一種「共同感

覺」、「共同概念」的研究，由美國心理學家 Charles E. Osgood 及其同僚所提倡，用來

研究事物「意義」（meaning）的一種實驗方法。在實施時，受試者在一些意義對立的

成對形容詞所構成的量尺上，來對一種事物或概念進行評量，以瞭解該項事物或概念

在各方面，所具有的意義及其「分量」。（黃堅厚，1993） 

 

語義差異法是脫胎於「共通感覺」(synesthesia)的研究。所謂「共通感覺」，就

是指人們在感覺方面常有的一種現象：某項感官接受刺激時，會獲得另一感官在接受

刺激時所產生的感覺。例如看到某種顏色卻有溫暖的感覺。這似乎說明了人們在各方

面的感受，常可能有一些共通的特質，如果要用語言來描述時，常能察見其間有頗為

明顯共同趨向。而這種「共通感覺」可以利用成對的形容詞加以描述，同時界定其在

某個連續變項中的位置（黃堅厚，1993）。 

 

語義差異法是由被評估的事物或概念(concept)、量尺(scale)、受測者(subject)等三

個要素所構成的。第一個要素是被評析的”concept”（可為具象或抽象的物件）；第二個

要素是由量尺所組成的，這些量尺是由成對的對立形容詞所構成的，量尺的選擇應該

儘量可能的包括 Osgood 所說的「語義空間」(semantic space)中的三個主要因素－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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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力量(potency)、行動(activity)。Osgood 曾對形容事物的用語進行語義分

析，可以分析出三個共同因素：評價(evaluation)、力量(potency)、行動(activity)。在實

測時所選用的「概念」，在一群人中應能引起彼此不同的意見或反應；並且那些「概念」

應能讓受試者可以在性質、力量、行動等各方面去評析（黃堅厚，1993）。 

 

量尺的總數（對立形容詞）大約以 10-30 較合適。評析的等級，為了能產生中性

點（neutral point），選用的點數必須是奇數（3、5、7、9 或 11），一般最常用的是 5 點

和 7 點；第三個要素是受測者，就是「樣本」，樣本數目最少需要 30 人以上，才能得

到較穩定的資料（陳俊宏，1998）。 

 

  要了解某些感受在人們心中相對的空間份量，就可以利用語義差異法的方法。本

研究利用此一間接測量態度的研究工具，以等級量表的問卷調查，收集手寫字的風格

特徵辨識結果，再以因素分析的方式分析收集結果，試圖找出影響風格辨識的重要因

子。 

 
 

4.2 調查對象 

受試者共有 124 位，其中 40 位為大專以上學歷，84 位為高職學生，由於大量取

樣方便因素，大部份受試者皆為設計相關科系背景。受試者年齡為 18 到 25 歲之間，

皆以中文為母語並有長期手寫中文字的經驗。本研究一共發出 124 份問卷，回收 100

份有效問卷。為求因素分析的可信度，故需收集大量樣本擴大樣本空間，才能獲得有

效分析結果。 

 

4.3 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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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語意詞對 

初步先廣泛收集關於手寫字風格評量所用詞語，如表 4-3-1-1 所示： 

 

表 4-3-1-1 收集語詞 

豪邁 輕逸 狂野 拘謹 大方 瀟洒 小氣 潦草 整齊 方正 漂亮 

正直 開放 獨特 卡通 個性 活潑 乾淨 理性 硬挺 氣質 才氣 

散  扁  軟  硬  圓滾 銳利 歪斜 輕佻 穩重 頓挫 平板 

優雅 隨性 稜角 分離 認真  行雲流水  鬼畫符   像毛筆    

 

 

再訪問設計科系學生及專家，針對評量手寫字風格常用詞語，依語義差異法選擇

詞對的 3 個因子：評價(evaluation)、力量(potency)、行動(activity)為依據，進一步篩選

收斂得到 16 組對立意象的詞對，最後挑出 12 組語義相對的詞對，做為評量的語意尺

度。12 組詞對分別如表 4-3-1-2 所示： 

 

表 4-3-1-2 語意量尺形容詞對 

 
美麗／醜陋； 方正／歪斜； 圓滑／銳利； 獨特／平凡； 
成熟／幼稚； 認真／隨意； 男性／女性； 穩重／輕盈； 
整齊／潦草； 大方／拘謹； 分離／緊密； 流暢／遲滯 

 

 

 

4.3.2 施測樣本 

在所收集的 158 種字樣之中，挑選出筆劃數和字頻皆為中等的字，避免出現次數

或筆劃數過於極端的情形。再依據先前對於中文字分類系統的研究（葉素玲、李金鈴、

陳一平，1997），挑選出包含不同結構共 9 種字樣，以做為問卷施測時所用的代表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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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由於左右二分結構在中文字裡佔 80%的分量，故與其它結構皆佔二個字。選用樣

本為(1)左右二分：幹、既。(2)上下二分：思。(3)上下三分：盈。(4)左右三分：似。(5)

左上包：颱。(6)包圍結構：圖。(7)其它結構：柬、函。 

 

:幹 既

:思

:盈 :圖

:似

:颱

:柬 函

（1）

（2）

（3）

（4）

（5）

（6）

（7）其 他
 

圖 4-3-2-1 樣本字結構分類 
 

而 80 份書寫樣本經初步風格分類可歸納為 14 種風格群組，每一群組代表一種書

寫風格。分類方式以分堆法，依風格相似度關聯，風格相似度高的即歸類為同一群組，

使組與組之間差異大於組內差異，且維持組內風格相似度高。由研究者二人討論分類，

最後分類收斂進行至 14 群，將樣本風格歸納為 14 種風格群組。而為了解平均字與一

般手寫字之間，在辨識風格時是否具有不同的傾向，故將平均字樣本置入一同參與施

測，故共有 15 種風格手寫字樣本群。 
 
 

4.3.3 量表設計 

問卷量表採用 Likert-type scale，把語意相對的詞對分別列於量表二側。量表為一

單線雙向的軸度，軸度二端端點分別為意思對立的詞語。軸度等分為 7 點，將中間第

4 點設定為中性原點，越往二側偏向則代表對該偏向側的詞語感覺越強烈，感受程度

各分為有些、相當、非常三種量級。問卷調查採用紙本施測方式，每一頁評量一個字

樣，受試者看頁面上方所示範例字樣，再依 12 組語意尺度評量該字的風格特徵，並勾

選在每組語詞語義空間中對應的位置。每題皆為單一落點選擇，而所示範例字樣大小

位置均與原本書寫樣本尺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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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非常剛性」的意思 

圖 4-3-3-1 問卷使用的 Likert-type scale 
 
 

4.3.4 問卷設計 

問卷組成以 9 種字樣分為 9 個部分，每一部分有 15 個不同書寫風格的樣本字，共

需評量 135 個字樣。每一頁評量一個字樣，每一字樣需評量 12 個語意尺度。問卷為

A4 大小紙本施測，頁首為該頁評量字樣，下置評量量表，左右二側語義對立詞語。受

試者針對該評量字樣，單一勾選在 12 個風格評量詞語的落點。另外，每一個字群前放

有所有樣本字的總覽，以免因出現次序造成前後樣本兩兩比較，使得心理評判標準無

法持恆。 

 

 

4.4 問卷調查過程 

   採用紙本施測方式。施測前先說明問卷指導語，並且明確講解各形容詞對所代表

的涵義，使受試者都能明白了解詞對意思。再請受測者看每頁上方該次評量字樣，評

量勾選下方 12 項風格特徵量表。每項皆為單一選擇，並提示注意樣本字的字義與風格

評量問題無關。為考量受試者負擔，將問卷分為二部分，於當週及隔週同一時間施測，

並請受測者做適當的休息，避免長時間做答問卷，而產生心理感覺疲勞的情形。 

 

 

4.5 因素分析 

 先整理 100 份有效問卷資料。問卷以 15 種風格為群組分類，每一風格各含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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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字，而每一個字都有 100 筆 12 組量尺的評價。為了探求影響風格特徵辨識的因素，

將問卷資料進行因素分析，以縮減資料構面而得具代表性的影響因子。而為了看出相 

關的方向性，將所有資料皆減去中間值 4，使 4 這中間點成為原點，原始資料轉為由 3

到-3 分布的 7 點資料。 

 

將 15 種風格的資料合併，也就是共 15*900 為 13500 筆資料進行因素分析中的主

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透過主成分分析，可以知道如何將較少數的幾

個變項予以線性組合，使經由線性組合而得的成分之變異數變為最大，亦即使受試者

在這些成份方面顯出最大的個別差異（林清山，1991）。也就是萃取多變量當中的重要 

因素，同時縮減資料構面，使能更清楚的分析變數之間相互關係。 

 

觀察因子分析後的陡坡圖情形，首先根據凱澤法則(Kaiser’s criterion, 1960)將特徵

值(eigenvalue)大於 1 的因素萃取出來。結果可以得到 3 個因子，而以下就分析的 3 個

因子加以討論。 

 

表 4-5-1 陡坡圖 

Scree Plot

Component Number

121110987654321

E
ig

en
va

lu
e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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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主成分分析之後再以最大變異法轉軸，各詞對和 3 因子的相關因素負荷量如

表 4-5-2： 

表 4-5-2 因子 Loading 

Factor1     Factor2     Factor3 

 

         Q9 整齊／潦草             0.845       0.102      -0.022 

         Q6 認真／隨意             0.828       0.102      -0.075 

         Q2 方正／歪斜             0.789       0.183      -0.062 

         Q8 穩重／輕盈             0.688      -0.124       0.310 

         Q1 美麗／醜陋             0.626       0.510      -0.229 

         Q5 成熟／幼稚             0.506       0.592      -0.146 

        Q12 流暢／遲滯             0.033       0.778       0.037 

         Q4 獨特／平凡             0.087       0.634       0.013 

         Q3 圓滑／銳利             0.093       0.611      -0.040 

        Q10 大方／拘謹             0.032       0.604       0.468 

         Q7 男性／女性            -0.112      -0.298       0.701 

        Q11 分離／緊密             0.038       0.212       0.604 

 

          解釋變異量       3.178       2.559       1.258  

     百分比                26.480      21.325      10.482 

          累計                  26.480      47.805      58.287 

 

 

表 4-5-3 檢定結果 

KMO and Bartlett's Test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836 

Approx. Chi-Square 50454.169 

df 66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Sig.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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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解釋的總變異量為 58.287%，其中第一個因子的變異量為 26.48%，第二個因

子的變異量為 21.325%，而第三個因子則是 10.482%的變異量。 
 
 

4.6 因子解釋 

整理各因子的主要聚集詞對，可以以因子得分分為 3 個詞對群組。Factor1 的詞

對主要包含：整齊／潦草； 認真／隨意； 方正／歪斜； 穩重／輕盈； 美

麗／醜陋，多偏向於字是否認真整齊方正，著重於字的空間架構，因而可以將 Factor1

重新命名為「空間性因子」。也可以說空間性因子為判斷手寫字風格最首要的辨識因素。 

 

Factor2 則包含：成熟／幼稚； 流暢／遲滯； 獨特／平凡； 圓滑／銳利； 

大方／拘謹，主要在於書寫的筆畫流暢性和開放性，如流暢／遲滯；圓滑／銳利等詞

對多著重在動勢上，可將 Factor2 重新命名為「動態性因子」。 

 

而 Factor3 含有：男性／女性； 分離／緊密，或許可以合併看成粗獷或秀氣等

感性上的因素，可將 Factor3 重新命名為「感官性因子」。 

 

因此在辨識手寫字風格時，影響最大的是空間性因子，也就是手寫字是否整齊端

正認真，其在空間中的架構關係是辨識風格最重要的因素。 

 

 

4.7 因子比較 

  為了更明確的比較各因子的情形，將各因子得分最高與最低的風格相互比較，情

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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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間性因子： 

 

 

   

最小(-0.64) 中等(0.01) 最大(0.68) 

圖 4-7-1 空間性因子 scale 情形 

 

  由上圖所示，空間性因子 scale 負向的手寫字風格，呈現整齊端正的架構，

近似正楷的垂直水平筆劃，在空間內分布勻稱。而中等的手寫字分格則像一般流

利書寫時的自然情形，略為傾斜但筆劃架構仍清楚分明。scale 上正向的風格則呈

現歪斜情形，且筆劃之間相互傾軋。 

 
 
(2) 動態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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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0.66) 中等(0.01) 最大(0.81) 

圖 4-7-2 動態性因子 scale 情形 
 
 

  在動態性因子方面，scale 負向的手寫字風格，筆劃流暢活潑，呈現書寫時的

動態。而 scale 最偏正向的手寫字風格為風格編號 3，同為空間性因子 scale 值最

偏負向的風格。空間架構方正，筆劃整齊規矩，顯示遲滯拘謹的現象。中等者則

介於二者之間在正楷之間，略帶些筆順連結。 
 
 
(3) 感官性因子 

 

 

 

 

   
最小(-0.34) 中等(0.00) 最大(0.50) 

圖 4-7-3 感官性因子 scale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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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感官性因子，正向的代表傾向女性、緊密的特徵；而負向則表示傾向男

性、分離的特徵，表示比較感性抽向的認知。上圖，感官性因子 scale 最負向的

風格顯示隨意、分離等相似於男性書寫的特徵。而相反的，scale 最為正向的手寫

字風格則呈現了規矩、秀氣等較為接近女性特質的狀態。 

 

  由以上圖示可以更明確的觀察各因子所解釋的風格特徵，與手寫字風格之間 

的關係。也更加明白在手寫字當中，我們所辨識主要的風格特徵有那些，而這些

特徵在實際手寫字樣中又是如何被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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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平均字的風格特徵 

 

 

 

為了解平均字範型在所有手寫字的風格特徵中佔有何種地位，或是對手寫字風格

辨識有何影響，本研究將平均字以及其它由各書寫者所貢獻的樣本，二者相互比較討

論。 

 

將手寫字的主成分分析結果依風格整理，因有 15 個風格群組，所以整理成 15 群，

每一群含有 900 筆分析資料。由於先前資料已轉為具有正負向的數值，故每個風格可

以在該因子的軸向找到具有正負向的落點，代表與此因子具有如何的正相關或負相關

關係。每個因子的軸向都有 15 個風格的落點位置資料，所以可以由 3 個因子軸向構成

一個三維空間，找出每個風格在此三維空間的定位。 

 

表 5-1 各風格在 3 因子軸向上的落點 

 Factor1 

空間性因子 

Factor2 

動態性因子 

Factor3 

感官性因子 
風格 01 -0.02 0.01 0.25 

風格 02 -0.02 -0.12 -0.07 

風格 03 -0.64 0.81 -0.23 

風格 04 -0.12 0.18 0.23 

風格 05 -0.58 0.13 0.50 

風格 06 -0.07 -0.50 0.10 

風格 07 

(平均字) 
-0.63 0.17 -0.31 

風格 08 0.52 0.01 -0.25 

風格 09 -0.61 0.07 -0.06 

風格 10 0.60 -0.43 -0.10 

風格 11 -0.01 -0.28 -0.21 

風格 12 0.51 -0.11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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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 13 -0.16 -0.66 0.00 

風格 14 0.68 0.18 -0.34 

風格 15 0.56 0.57 0.19 

 

若將因子軸向兩兩比較，可以繪成三個二維空間的座標圖，如下方所示。菱形為

所有風格各自的落點位置，矩形點則是平均字的落點位置。藉由平均字的落點象限和

其它手寫字風格的落點關係可以進一步討論平均字的風格位置。 

 

 

 

-1.00

-0.50

0.00

0.50

1.00

-1.00 -0.50 0.00 0.50 1.00

Factor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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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avg

 
圖 5-1-1 Factor1 和 Factor2 的平面圖 

 

 

圖 5-1-1 顯示平均字與空間性因子(Factor1)成負相關，與動態性因子(Factor2)成正

相關。在空間性因子軸向接近負向極端值，而其它手寫字風格則在空間性因子軸向上

分為 3 群，落於原點及正負各約 0.5 的座標位置。圖面上表示平均字極度偏向整齊、

方正、美觀、平凡、遲滯等特色。 

 

 

整齊認真方正 歪斜隨意潦草 

遲滯平凡 

流暢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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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Factor2 和 Factor3 的平面圖 

 

 

圖 5-1-2 顯示平均字與動態性因子(Factor2)成正相關，與感官性因子(Factor3)成負

相關。表示偏向遲滯、平凡、男性、分離等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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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Factor1 和 Factor3 的平面圖 

 

 

 

歪斜隨意潦草 整齊認真方正 

遲滯平凡 

流暢獨特 

男性分離 

女性緊密 

女性緊密 男性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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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顯示平均字與空間性因子(Factor1)、感官性因子(Factor3)皆成負相關。而 

在這二個因子軸向都偏向極端值，表示平均字在空間偏整齊方正，而感官認知上偏向

男性、分離等特徵。 

 

合併三張圖成三維空間一同探討可以發現，手寫字範型在風格特徵的落點在某些

軸向位在近似極端值，其在空間性因子和感官性因子上都是近負向的極端端點。顯示

手寫平均字在風格辨識的意象中，位於最為整齊方正，以及最像男性架構分離的字形。

若是以形狀辨識的「範型理論」來看，對於所有手寫字的風格辨識應當是以此範型為

原點出發。但以上圖形顯示，並不符合此一期待，在空間性和感官性因子都有偏向端

點的情形。 

 

在文獻探討的範型理論一節，曾提及範型有二種模型，一是平均集合代表，另一

是心理上最好的型式。若以平均字為形式上特徵分布的中心，則圖面上顯示應為以平

均字為中心，其它手寫字往四面八方發散，如此才能集合得到位於原點的平均字。然

而，此一疊合結果位於整齊方正的極端值，而其它的字相較都往另外一方偏移，可見

所表示的不只是形狀特徵上的變異而已，而是心目中對手寫字的評量情形。在心理層

面上，疊合的範型字樣位居於極端整齊方正的位置，其它的手寫字無論是何種結構特

徵都往歪斜、動態的方向偏移。此一範型字樣應為心理上最好的手寫字樣式，而不只

是顯示表面形式特徵上的集合結果，更能藉此看見心理上對於手寫字評量的情形。此

為平均字在手寫字風格辨識上所扮演的心理層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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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書寫的動作是一種反射行為，是在不加思索的情況下，藉由肌肉的牽動所顯現的

行為表現，因此書寫習慣會在日積月累的情形下，逐漸形成個人獨特的風格（許超智

等，1997）。以往的研究多是著重於如何以資訊科學辨識手寫字的文字，而缺乏探討手

寫字風格如何被辨識和判斷。本研究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以收集並疊合手寫字樣本，

觀察手寫字是否具有共同的特徵傾向；第二階段以語意差異法的問卷調查方式，透過

評價所收集的風格代表樣本字，進行初步探討手寫字風格的辨識因素，了解手寫字風

格如何被建構和識別。本研究初步可得到以下結論： 

 

 

6.1 手寫字的平均範形 

本研究先收集大量的手寫字樣本，經常態化處理後，再將所有手寫字樣本疊合。

疊合後，觀察發現所有手寫字都具有一接近楷書筆畫的骨架。將此疊合情形，以”grass 

fire”的演算法求得骨架形狀，再平順化骨架筆畫，得到手寫字的平均範形。由於幾乎

所有的手寫字疊合情形都能看出楷書骨架的形狀，因此此一範形，應當是人們存於心

理的手寫字理想形狀，而在書寫時才因各人書寫習慣差異，偏移範形之後形成不同風

格的手寫筆跡。 

 

 

6.2 手寫字的風格辨識 

手寫字風格的辨識因素，經因素分析的萃取，可包括 3 個因素，分別是： 

１． 包括整齊／潦草； 認真／隨意； 方正／歪斜； 穩重／輕盈； 美

麗／醜陋； 成熟／幼稚等詞對，著重空間架構特質的「空間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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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包括流暢／遲滯； 獨特／平凡； 圓滑／銳利； 大方／拘謹等詞對，

著重書寫動勢，具活動性質的「動態性因子」。 

 

３． 以及包括 男性／女性、分離／緊密等具抽象感性性質的「感官性因

子」。 

 

  經主成分分析後可了解，所萃取的 3 因子以空間性因子最為重要，其解釋變異量

大於動態性因子及感官性因子，表示空間中的架構關係為辨識風格最首要的影響因

素。同時也符合了文字辨識時，先注意整體架構再辨識細部筆畫的認知歷程。 

 

在相關風格認知研究當中，Chan (1994)利用幾何學及拓樸學的方式改變風格特

徵，藉由心理實驗來研究風格辨識性。其研究結果指出，風格的程度與共同特徵

(common features)呈現的數量成正比，要讓產品間具有相同的風格，起碼要有三個以上

的共同特徵；而且特徵若經過 40%以上的幾何扭曲或拓樸結構上的扭曲變形，即無法

再被辨識為該風格。也就是風格特徵間的拓樸關係是維持風格的主要關鍵因素(Chan, 

1994)。故構成關係和形態特徵結合為影響形狀辨識的重要因素。 

  

對照手寫字的風格辨識要素，可以發現首要的關鍵因素同樣是空間上的結構性因

子，而動態性因子及感官性因子則代表了描述形狀特徵的角色。透過辨識形態特徵和

之間的結構關係，才能達成風格的認知。顯示無論對產品或手寫字風格的辨識，都有

著一致的影響因素。 

 

 

6.3 平均字對風格辨識的影響 

  先前「範型比對」理論一節曾提到，範型是形狀辨識的基模，以此做為比對進而

產生認知。而在本研究中，平均字在手寫字風格辨識的主要因素－空間性因子以及感

官性因子的軸度皆呈現極端的落點，而在動態性因子則略往平凡遲滯偏移。因此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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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論在手寫字風格辨識時，平均手寫字為心理上最理想整齊的抽象形象，但也略顯缺

少個人特色。以此為心理範形評估其它的手寫字，故可見其它的手寫字在風格辨識圖

像都往歪斜動態偏移。而美觀與整齊特性成正相關，越接近手寫平均字的字型會覺得

越美觀，但同時也會認為傾向呆板分離。 

 

 

6.4 應用發展 

  手寫字是視覺傳達常用的元素，透過筆跡能夠傳達感性訊息，以及書寫者的個性、

心理狀態。設計手寫字體也是從事視覺傳達工作時常見的任務，目前也有字體公司積

極開發多種風格的手寫字體。由本研究結果對設計手寫字體的建議方向，可先朝空間

結構上的一致性，達成風格上認知的首要關鍵，再輔以強調的運動態勢以及筆畫的感

性成分，將有助於設計多樣但各自具有統一風格的手寫字體。 

 

    除了以上的影響因素，手寫字的範型也是可利用的設計資源。利用平均字的架構

為基礎，可以加以改變筆劃特徵，形成不同風格的手寫字體(Chen& Chen,2005)。如圖

6-4-1 所示： 

 

   

圖 6-4-1 設計手寫字體一 

 

  或是強烈變化字型元素，造成更富趣味的字體。如圖 6-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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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2 設計手寫字體二 

 

 

6.5 後續研究建議 

 
   針對本研究的不足以及發現的其它因素，可以給予後續深入研究以下幾點建議： 

 

１． 主成分分析的解釋變異量約達六成，略顯解釋力不足，難以 3 因子完全涵蓋

手寫字風格辨識的因素。可能是樣本數仍顯不足，或是尚有因子未能被涵蓋

於其中。建議可以擴大樣本數或以更仔細的樣本分類進行因素分析，或可提

高因子的解釋變異量總和。 

 

２． 手寫字的風格廣而豐富，因此在進行樣本挑選時必然無法包括各種風格，但

同時又必須考量受試者的負荷量，因此未來進行手寫字研究時必須審慎斟酌

樣本數與受測者負擔之間矛盾的問題。 

 

３． 受試者對於手寫字風格辨識是否會以自己的筆跡做為基準？對於他人的筆

跡和受試者本身的筆跡進行風格特徵辨識是否具有一致的水準？此點可做為

未來研究參考問題。 

 

４． 影響風格辨識的變因還包括了性別和字義的因素。受測者常認為手寫筆跡並

不好看，並且直接聯想為男性所書寫；然而實際上，不好看的字是否真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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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書寫卻不見得有必然的關聯。風格辨識和性別的相關是一有趣的議題。另

外，樣本字的字義是否干擾了風格辨識作業，亦可在同一風格樣本裡分開比

較進行觀察。 

 

以上即為提供日後進行更深入的手寫字風格研究時，可加以注意參考的幾項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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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參照書寫範例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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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A4 大小的手寫字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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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語義差異法問卷 1（指導語） 

 
（一）施測說明 
 

    感謝你參與本次手寫字風格問卷調查。以下十二組詞對為形容手寫字風格

的形容詞，請針對圖面所示筆跡（字義與問題無關），點選各形容詞所代表感覺

的程度．以中間為中性，越往二極偏向代表對該詞語感覺越強烈．  

 

例如：    

 

 
即表示非常剛性的感覺．”  
 
                          謝謝你的合作！ 
 
 
 
 
 
（二）個人基本資料 
 
性別：□男性  □女性 

 

年齡：□１７－１９ □２０－２４ □２５－３０ 

 
學歷：□國中 □高中 □高職 □大專 □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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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語義差異法問卷 2（調查前展示所有調查字樣）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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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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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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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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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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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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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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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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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 語義差異法問卷 3（施測量表） 

1-1 

 

 

 

非常   相當   有些   中性   有些   相當   非常 

01. 美麗   □    □    □    □    □    □    □   醜陋 

02. 方正   □    □    □    □    □    □    □   歪斜 

03. 圓滑   □    □    □    □    □    □    □   銳利 

04. 獨特   □    □    □    □    □    □    □   平凡 

-------------------------------------------------------------------------------- 

    非常   相當   有些   中性   有些   相當   非常 

05. 成熟   □    □    □    □    □    □    □   幼稚 

06. 認真   □    □    □    □    □    □    □   隨意 

07. 男性   □    □    □    □    □    □    □   女性 

08. 穩重   □    □    □    □    □    □    □   輕盈 

-------------------------------------------------------------------------------- 

    非常   相當   有些   中性   有些   相當   非常 

09. 整齊   □    □    □    □    □    □    □   潦草 

10. 大方   □    □    □    □    □    □    □   拘謹 

11. 分離   □    □    □    □    □    □    □   緊密 

12. 流暢   □    □    □    □    □    □    □   遲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