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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和相機拍出來的相片相比, 藝術家寧可選

擇自行手作或利用各式各樣的材料來拼貼出

自已的作品以利其透過作品傳達其所想表達

之情感; 作品中的各種物件或角色利用各式

各樣的顏色, 材質或紋路才可以完整且豐富

地傳達其創作之想法及感情; 然而, 他們創

作的過程其實是非常耗時費工且不環保

的, 本專案將利用電腦數位化之特性讓創作

者可方便有效地將其想法實現出來。 
 

關鍵詞：數位馬賽克、藝術創作、切割、材質 

 

Abstract 
 

With respect to pictures generated by camera, 

artists prefer to create their own artwork, 

including pictures, by handmade or furnishing of 

some materials for the variety of expression of 

feelings. By different color, texture or pattern on 

the objects in artworks, artists could completely 

and profusely present their feelings or ideas by 

the creation of pictures. However, it is hard and 

time-consuming process of the creation. With the 

help of digitization, it might be comfortable to 

create mosaic pictures to realize everybody`s 

imaginations. 

 

Keywords: mosaic digitization 、 artworks 、

Segmentation、texture 

 

1. 前言 

 
西元前 3000年，早已經出現馬賽克鑲嵌

創作。起初是以黑白兩色的圓卵石為材料，裝

飾於大圓柱上。確切的起源時間，至今仍無法

確定。但多數專家認為，最早的鑲嵌藝術應起

源於中東美索不達米亞一帶(現伊拉克)，那時

是以較大塊的石頭來拼製，後來在希臘與古羅

馬時期便非常盛行。[1] 

現在的台灣馬賽克藝術相較於西方國家

3000年的發展相對年輕的工藝技法，台灣的馬

賽克藝術是 19世紀末到 20世紀初傳入，馬賽

克在台灣的發展大至可分為兩種形式，一是本

地發展的形式，另是由國外引進的形式。本土

所發展的形式，就是一種藉由自身美學觀點來

發展而成，不講求馬賽克的排列手法，以自身

的美學觀來製作馬賽克；而相左於此種表現

法，視為一種遵循西方技法和材料的表現形

式，製作馬賽克的方式。[1] 

現今的台灣隨處可見馬賽克藝術的創作，

其出現在居家的防水磁磚上、戶外的大型公共

藝術等等，由此可知馬賽克藝術在台灣十分的

盛行，而讓我們想深入研究的動機是從宜蘭的

馬賽克創作，當地藝術家創作不同於其他人利

用磁磚和玻璃，而是運用資源回收材質如:塑

膠、光碟、鐵片……等等[1]，這些生活中的

回收物周遭隨處可得，既然能做得出這樣既環

抱又兼具美觀生活創作為甚麼一般人無法做

到，所以開始分析但沒多久發現了幾個大問

題，做一幅拼貼畫不但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時

間來創作拼貼還要有好的模擬技術才行，而且

一幅作品還包含了創作者當時所想心情，因此

緃然使用相同材質但所想表達的感覺不同那

整幅畫就將功虧一簣，所以本專案將利用電腦

數位化之特性讓創作者可方便有效地將其想

法模擬出來，從顏色、紋路材質到所想表達的

感情都可以一次完成，這樣將可以省去大量的

人力和時間。 

在思考後想的的方法，是將要拼貼的圖與

所想呈現感情或花色的圖切割後重組，將想呈

現的感覺圖依相對的顏色和紋路貼到所要拼

貼的圖上，這樣就可以模擬出圖片的成品，可

以有效地降低成品不如預期的情形。 
 

2. 參考軟體 

 
現在市面上有許多馬賽克拼貼的創作軟

體，其中我們將用兩個網路上最推薦的創意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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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克 拼 貼 軟 體 (IMosaic 、

Foto-Mosaik-Edda-Portable)來做分析。 

 

2.1 IMosic[2] 
 

這個創意軟體，它的功能是讓創作者能將

自己想創作的圖片切割成數塊，並讓創作者將

想要拼貼的圖片匯集成一個圖庫檔案，將兩個

檔案輸入軟體後，軟體會自動拼成一張創意拼

貼(圖 1)，這個軟  體的優點是創作者可以自

行決定圖片切割大小，而不同切割大小將會產

生出不同的質感(圖 2)(圖 3) 

  根據圖 1到圖 3輸出圖片，結論創作者只做

了三件事，選擇想創作的圖片、決定要用那些

圖來創作、調整每塊圖片的切割大小，這樣做

出來的圖只是將現有的圖片重新排列而已，完

全沒有新的創作感覺，它不能將創作者想要呈

現的感情表現出來，也不能修改圖片的質感和

外框。 
 

2.2 Foto-Mosaik-Edda-Portable[3] 
 

這是另一個創意軟體，他與 IMosicu 有許

多相似處，一開始一樣是要選擇創作的圖片與

匯集圖片建立圖庫檔案，將兩張圖輸入由軟體

將兩張圖拼貼完成(圖 4)，但是這個軟體卻不

能讓創作者自行修改切割的大小，不過卻多了

一個可以修飾邊框的功能，讓馬賽克拼貼的感

覺更加突出(圖 5)。 

這個軟體的成果圖 4 和圖 5，創作者雖然

可以修改圖片的邊框，但是不能隨意地修改每

張圖片的大小，只能選擇系統設定的比例，而

且如果圖片數太少時就會出現無法拼貼的情

況，所以創作者還需要注意選擇圖片的數量合

切割數量。 

 

 
 

圖 1 合成過程 
 

 
 

圖 2 橫條狀馬賽克 

修改了圖片的切割大小，長跟寬分別為 100與

20，所以可以明顯看出拼貼方格都呈現橫向的

長條狀。 
 

 

 
 

圖 3 直立狀馬賽克 

這張圖的長跟寬分別修改成 20與 100，整張圖



的方格呈現直立狀 
 

 
 

圖 4 方格狀馬賽克 
 

 
 

圖 5 強化邊框 

這張圖經過了邊框的修飾，讓每塊圖塊的邊產

生固定的間距，讓整張圖更有馬賽克的感覺。 

 

3. 改進方法 

 
根據現在市面上的創作產品，使用者可以

簡單地將圖切成不同大小，並選擇自己喜歡的

照片，材質或紋路來拼貼其圖片；明顯地, 這

種作法對使用者來說雖然很有效率，然而要如

何將創作的想法及感情適當所對應的特定小

塊對應起來是一件非常困難且太技術導向的

行為；我們的方法則利用抽取另一張圖片小塊

以取代原發想作品小塊的作法；如此，創作者

可以輕易地選其想要的圖片感覺來進行拼貼, 

讓其作品更能滿足作者的想法及感覺。 

 

3.1 實驗方法於理念 

 

為了模擬出精細的馬賽克成品，我們將其

分成四個步驟來執行，並且根據四個步驟的調

整可以呈現不同的風格(圖 6)，首先選擇所想

創作的圖片(Reference picture)和所想呈現的

感覺圖片(Texture picture)將兩張圖用 x、y 軸

座標表示，經由: 

步驟一:切割(Segmentation)將兩圖以 x、y 軸

大小相同的比例切割成小塊，這樣在拼貼時才

會剛剛好不會出現大小不一的情形。 

步驟二:比對(Matching) 在材質圖片分割出的

小塊中找出最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小塊準備取

代參考圖片中的各小塊，分割後的小塊可以依

據顏色和紋路來分類，此分類方式顏色依據三

原色的比例來區分。 

步驟三:遮罩(Masking)這個步驟其實就是將

上面步驟切出來的小塊經過各種細微的處

理，來達到創作著所希望呈現的感覺，如陰

影、捲起等等。 

步驟四:取代(Replacing) 將處理完的小塊取

代所對應之參考相片小塊，此時的圖片就是創

作著的模擬拼貼圖片。 

運用數位模擬的方式想比於傳統，可以大

量的節省時間和空間，跟上現代數位化的潮

流，提升環保意識，而且也可以表現出創作者

所想表示的感覺。 

 

 
 

圖 6 程式流程圖 

 

3.2 實驗模擬 

   

我們首先分析數位化拼貼與實踐創作的區

別，網路上有一幅星空的手工拼貼創作圖(圖 7 

星空 來自[4] )這張圖估計花費了創作者三個

星期的時間，現在運用數位化的方式來創作

(圖 8)，兩張圖都可以完整地將星空這張圖重

現，但在花費的時間上就有十分明顯的差距

了，數位化大量的縮短了繪製草稿的時間還可

以將想運用的拼貼材料所呈現的質感迅速呈



現，這些功能將會縮短做工時間和感覺不協調

的問題。 

在數位化創作時，創作者可以將想呈現的

感覺和想拼貼的圖一起輸入軟體中(圖 9)，修

改拼貼圖塊的大小(圖 10)(圖 11)和陰影與邊

框的修改(圖 12)，當然還有如上面所描述的，

這個軟體可以快速看出各種材質是不適合此

種圖片創作(圖 13 獅子 來自[5]、圖 14 星空 

來自[6] )。 
 

 
 

圖 7 星空 

 

 
 

圖 8 星空拼貼 

 

 
 

圖 9 實際合成 

用感覺溫和的感覺圖片貼到所要創作的創作

圖片上，這樣就可以將想要的感覺重現在創作

圖上。 

 

 
 

圖 10 直立拼貼圖 

這張圖是將拼貼的圖片切成直立長條狀再拼

貼而成，根據切割方式整張圖呈現是拉長的狀

態。 

 

 
 

圖 11 方格拼貼圖 



 

 
 

圖 12 拼貼創意美化 

運用 Mask 來修飾每塊拼貼圖片的邊框，這張

圖是將每張圖加上黑框並將左下角作打折，讓

整張圖產生立體感。 
 

 
 

 

圖 13 拼貼材質模擬 

根據此圖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如果創作者想要

將兩張圖片一同創作，結果就是想創作的圖會

變得非常的不明顯，所以現在創作者可以像現

在在創作前先模擬出結果，那將可以避免此錯

誤，並節省下那些錯誤的時間達到有效的時間

利用。 

 

 
 

圖 14 拼貼材質模擬 

根據結果，可以得知這次的創作十分的適合，

創作圖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所有的輪廓都保持

得相當完整，因此實際上創作者將兩張圖合成

創作時，應該不會有不適合的結果發生。 

 

3.3 結論 

 
拼貼創作是現代十分流行的創意表現，但

是要完成一幅拼貼需要大量的人力、時間和金

錢，所以為了節省這些成本，拼貼的軟體開始

產生，這些軟體可以讓人獨自完成一件創作，

而且所花的時間和金錢幾乎可以為零，但根據

網路上較受歡迎的拼貼軟體，我們作了各種的

分析和實驗，得知網路上的那些軟體都還具有

改善的空間，那些軟體的功能只具有將相片選

擇，選擇要拼的照片和簡單的邊框修整，並不

具有太多的創意性，更不能讓創作者可以表達

出想表現的感覺，所以在本專案所提的拼貼作

法可輔助使用者依其想像或感覺來創作其圖

片作品; 利用電腦的優點可使圖片分割或數

位化的過程變得快速且容易, 如此可幫助使

用者嘗試各種面向之組合結果以創作出最符

合其需求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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