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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實驗研究之主旨在探討人在造形活動中有關平面構成之對稱性研究。從心理學、生理

學、生物學、美學……等不同學說及相關實驗研究中可以發現「對稱」確實對人有潛在的影

響性，而且常主導著人的行為，人對「對稱」的企求與偏好常在不知不覺中顯現出來，可說

是人在本能上求取平衡、穩定的基本心態。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並透過實驗法驗證之。研究假設：人在造形活動中有「對稱」

的共通性，以「平面圖形構成實驗」之結果，驗證研究假設，實驗結果重點如下： 

1.實驗結果發現在 200 名受測者中，有 171 名創作的圖形構成呈現對稱性，29 名則為非對稱

圖形，但也在這些非對稱的圖形中發現具有對稱的操作模式。 

2.男性在實驗中，軸對稱圖案及具有對稱的操作模式之不對稱圖案出現數量均高於女性。女

性在實驗中點對稱及不對稱圖案出現數量均高於男性。 

    研究從文獻探討已得知人類在生長的形態上或思考、行為中，早已存有對稱的模式，如

此的說法在本研究及實驗中獲得了驗證，「對稱」確實對人有潛在的影響性，且常在不知不覺

中影響著我們，並在我們的行為及思考上反應出來，對於有關造形塑造工作者而言，不但可

以深入瞭解「對稱」之意義、內涵及其形式之外，更可做為相關基礎研究或應用設計之參考

依據。 

 

關鍵字：對稱、實驗美學、圖形構成 

 

一、前言 
 

自然界中萬物的生長均有其法則，在這自然的定律下所呈現的形態存在著許多美的形式，

如律動、比例、對稱……等等，其中不難發現「對稱」的形式充滿於天地萬物之間，如蟲、魚、

鳥、獸、植物……等，其生長結構都有著左右對稱的基本形態，甚至小至物質的分子、原子結

構，或是控制人類遺傳的染色體，也以成對的 DNA（deoxyribonucleic acid）呈現。 
人為的形態活動中，也有許多有形或無形的「對稱」，例如在我們的生活環境中出現的建

築、傢具、電器用品、汽車、飛機……等，大部分都被作成對稱的造形。在藝術方面的表現，

例如建築、美術、彫刻……等領域，也可以看到許多對稱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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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環境、思考方式、風俗習慣、行為模式，其至藝術創作……等，為何會存在著如

此多的「對稱」現象？這是否意味著人在潛意識中有企求安穩、平衡、均勻的「對稱」習慣？

還是與人的生理結構及心理因素有關？或是處在充滿「對稱」形態的環境中影響著我們？本研

究初步以平面圖案的構成實驗，觀察受測者是否在圖案的繪製上亦存有受「對稱」影響的現象。 

 

二、文獻探討 

2-1 對稱的定義 

有關「對稱」的研究發展，可追溯自畢達哥拉斯時期，人類正思考並追尋其環境所建立的

對稱秩序及規律。直到十八世紀，人們透過許多在自然界的造形，如鑽石（結晶）結構中所表

現的構成形式，使人們瞭解到部份的對稱技術與操作方法，科學家與數學家們便將此知識運用

在幾何學與生物學的領域當中，其中對稱的數學理論已在十九世紀於德國、英國與蘇俄廣泛的

被運用在幾何學之中。 
直至現今對稱在不同的領域中，如心理學、生理學、結晶學、生物學、力學、數學、幾何

學、美學、建築、雕刻、音樂、繪畫、平面設計中，廣泛的運用與研究。在許多領域中是形態

形成的結果，也是取得調和、平衡、統一效果的絕佳方法。對稱的英文是 Symmetry，由希臘文

Symmetros 所演變來的，具有相稱(Commensurable)之意，也含有比例或者是共通約定的意思。

在牛津字典(Oxford  Dictionary)，Symmetry 被解釋為對稱、均稱、調和、對稱美的解釋，從此

可看出調和與對稱有著相同的字義，也代表兩者有著密切的關係。德文中對稱是具有均齊

(Ebenmass)的意思，含有「中庸」的意味在內，在中文裡中庸有不偏不倚、平均的意思，而中

文字典將對稱解釋為一形體對某一點、某一線或某一面，產生兩面相對而調和的形態，或被解

釋成兩兩相對勻稱的形體。若直接按字面上來解釋對稱，就如同在天秤上具有相同重量的兩個

物體，因此，由上述可得知對稱除了在重量上或形體上是相等的，而且在位置上必須是相對的。 
有關「對稱」的介紹及舉例相當的多，相關學說也有不少的定義解釋。朝倉直巳[20]在藝

術、設計的平面構成一書中舉出：「對稱的語源是希臘文或拉丁文的 Symmetria 或 Symmetrios，
由 Syn（一起）及 metron（測量）結合而成，意即從某一位置從事測量，在同一位置上有相同

之形，對稱即指此種關係」。也就是說，以某一點為中心，讓某形產生迴轉時，便剛好與另一

個形完全重疊（點對稱），或鏡照所造成的一對左右對稱之形（線對稱或面對稱）均屬於對稱。 
  在大智浩[2]所著美術設計的基礎中，對稱被解釋為：「點或線在上下或左右，有同一之部

分相反覆之形謂。左右、上下等之對稱英文叫做 Symmetry」。馬場雄二[15]在所著的美術設計

點、線、面中提到：「一般所講的對稱有左右對稱與輻射對稱兩種。在自然界，對稱現象很多，

主要者多是左右對稱。不管其形態如何，若是構成對稱，就會令人產生一股秩序感」。林品章(1980)
於平面設計基礎一書指出：「對稱是數學中的述語，原本是指共同測量或某單位形的重覆，因

此，所謂的對稱，並不僅僅是左右對稱而已，廣義的說，如上下對稱、旋轉對稱、放射、螺旋

對稱等等，也都包含在裡面，而以一定的秩序加以大或縮小也可說成最廣義的對稱」。 

2-2 對稱的圖形操作與分類 

    在一般的概念上，對稱是指左右或上下具有相同的形態，也可說是以一軸線向兩個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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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以等距點延展開而成左右相反的相同圖像，就如同鏡子反射般的鏡映像，在幾何學上則是

指一直線以相同角度所形成的平均且相等的形態。狹義的對稱可以如此的解釋，但就廣義上而

言，若要以如此的概念全面性的涵蓋與說明則略顯不足。   
在對稱圖形的研究方面，沃夫(K. L. Wolf)與渥爾(Robert Woll)著 SYMMETRIE 中將對稱做

了明確的分類，提供了對稱「分類」型態理解的重要方法。書中將對稱分為移動(Translation)、
鏡映(Spegelung)、迴轉(Drehung)、擴大(Streckung)，將這四種予以排列組合，便可獲得十三種

不同類型的對稱。日本學者朝倉直巳於其著書藝術、設計的平面構成(1985)中將沃夫(K. L. Wolf)
的十三種對稱原理以圖示解說。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沃夫(K. L. Wolf)將「Streckung」列為對稱的基本操作之一。「Streckung」
乃是意謂著伸張、伸展的德文字彙，此處乃是指相似形在製作上所需要擴大或縮小之操作。但

在數學上，「Streckung」的操作，不完全可列入對稱的範疇內，不過魏爾(Hermann Weyl)在其著

作 SYMMETRY 卻提出了與沃夫(K. L. Wolf)相同的觀點，他將對稱視為「兼有同樣地迴轉與擴

大的連續過程」，並舉出貝殼內部空間是成等比數列的渦線，也具有對稱性。因此也將

「Streckung」列入對稱的四項基本操作之一。 
按日人三井秀樹將沃夫(K. L. Wolf)的對稱分類如下： 

A.對稱的基本形操作∕1.左右對稱（鏡映、反射）、2.點對稱（放射對稱、迴轉） 
3.平行移動、4.擴大（或縮小） 

B.二個組合操作∕5.鏡映、迴轉、6.迴轉、移動、7.移動、擴大、8.擴大、鏡映 
9.鏡映、移動、10.迴轉、擴大 

C.三個組合操作∕11.鏡映、迴轉、移動、12.迴轉、移動、擴大、13.擴大、鏡映、迴轉 
共十三種組合的造形操作方式。 

在結晶學(Crystallographyl)中晶體的對稱性可以歸類成三斜晶系、單斜晶系、斜方晶系、六

方晶系、三方晶系、正方晶系、等軸晶系等七種類型，若將對稱的要素加以組合的話，可以得

到三十二種的對稱分類。 
渥斯拉吉爾（Charles Wallschlaeger）與辛德（Cynthin Busic Snyder）合著的設計基礎（Basic 

Visual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1996)，將對稱的原理圖形化，呈現出等軸、等量、轉化、旋轉、

反射、平移......等對稱形態，並作出動態對稱（對稱力學）的圖形變化，又舉出矩陣網路運用

在對稱造形構成的分割方法。 
這二位學者並提出對稱群化的概念，當對稱圖形在視覺創作或建築構成中重覆出現時，便

產生群化的視覺組織出現。在數學、化學及物理中群化概念常被轉化成數字，而對稱群化轉成

圖形時，則以兩相對性的概念所構成；轉化（改變）及恆常性（不變性），其中控制變化的對

稱操作分成兩種類型，即等軸（等量）及非等軸（非等量），等軸的對稱其形勢為一致性，操

作方法有平移、旋轉、鏡射、平移鏡射。不等軸其形勢有投影、比例變化及位相變化，操作方

法有類式化、個別化、比例變化及位相變化四種。 
近代數學家對於群（Group）研究，豐富了對稱性圖形的發展，而紋樣（Pattern）的設計與

應用在電腦的輔助下，更將群理論落實於設計實務之中。史蒂文生（Peter S. Stevens）的 Handbook 
of Regular Pattern 與派德威屈（Richard Padwich）＆渥爾克（Travor Walker）合著的 Pattern：its 
structure and geometry 一書之中，分別提出對十七種對稱群（Symmetry group）圖案之建構與運

用，並作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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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experiment the symmetry of graphic formation in the plastic 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sychology, physiology, biology, aesthetics and previous experiments have proved 
that "symmetry" does influence human 掇 behavior subconsciously. The longing and preference to 

"symmetry" gradually reveled as a basic human attitude toward seeking either balance or stable 
situation. 

Thus, the author raises the hypothesis that human has a common sense of "symmetry" in graphic 
formation. The study is conducted by experimental methodology using "Two-Dimension of Graphic 
Formation" survey.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include: 
1.Among 200 samples, 171 samples* graphic creations have shown symmetry in geometric formation 

while the other 29 samples* are non-symmetry. However, some of the non-symmetrie graphics are 
manipulated by symmetry concept. 

2.In the experiment, male samples made more axial-symmetrical graphics and more symmetrical 
composition patterns in non-symmetrical graphics than female samples did. However, female 
samples had produced high frequency of point to point symmetrical graphics and non-symmetrical 
graphics than male samples. 

According to previons studies, symmetrical patterns had been existed in the human’s 
features,conceptual development,behavior and activities. This theory has been proved in this study.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might help for following researcher in the foundamental and practical 
design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words：Symmetry, Experimental Aesthetics, Graphics 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