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傳統文化發掘靈感

林國基 設計讓產品永遠新銳
台灣服飾設計師協會理事長林國基擅長融合東方經典美學元素與西方時尚工藝技法，他曾以媽祖肖

像做為設計靈感之源，引起時尚界轟動，對於自我品牌也有一套創新經營模式，在「快時尚」風潮

席捲全球之下，成功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撰文／陳婉箐 攝影／邱如仁 圖片提供／林國基

農
家子弟、工廠黑手、服裝

設計師，這3種不同的身

分，都是林國基。2012年總統就

職外賓歡迎酒會上，第一夫人周

美青身穿一襲孔雀藍洋裝出席，

簡單大方的剪裁深獲好評，這件

禮服正出自林國基之手，也讓這

位本土設計師更廣為人知。從事

服裝設計超過25年，以資歷來

說，林國基絕對是設計界前輩，

但他不斷推陳出新，讓作品時時

保有新鮮感，又被譽為「永遠的

新銳設計師」。

「這麼多年下來，我幾乎沒

遇過瓶頸，很多人都問要去哪裡

找靈感？我想應該是我對生長環

境多了一份關切之心。」林國基

自信地說，因為對於生活事物有

著高度好奇心，總想要進一步去

挖掘探索，無論是收藏老東西，

或是到世界各地旅行，都成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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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設計養分。

給自己出功課  

從傳統文化中找創意

林國基說，要在創作上有所突

破，一定要做足功課，「從文化起

源點到創作過程，做通盤性了解，

才能從中挖掘它的另一個面向。」

他常利用閒暇時間參訪傳統文化，

諸如原住民文化、客家文化、鄉村

風土等，都是他感興趣的範疇。這

幾年來，林國基不斷給自己「出功

課」，「我做新一季服裝作品時，

總會保留5％至10％的比率，做純

創意性的創作。」他提到，這些作

品的出發點不在於巿場，而著眼於

未來，屬於文化性的延伸，而每回

服裝發表都能引發一些話題，相對

地也達到他的預設目標。

他尤其熱愛傳統文化，擅長將

東方元素融入西方時尚線條，《清

明上河圖》、《赤壁賦》、歷代皇

帝畫像輪番躍上伸展台，還曾把媽

祖肖像印上服飾，創下民俗信仰與

現代時尚結合的首例。他更嘗試

使用不同材質創作，琉璃、樟木、

陶瓷，甚至是回收鍵盤，都曾在他

的巧手之下，化為華麗衣裳，風格

大膽又前衛。「我希望藉著傳統技

藝、宗教與禮儀等，在傳承的同時

也能有新想法。」林國基從傳統文

化裡尋找創意來源。有一年，他決

定讓模特兒穿上木雕服飾，先說服

模特兒灌身型石膏模，再親自拜訪

木雕師傅，以傳統工法刻出一件時

尚衣服。林國基回憶，當他提出要

求時，刻了一輩子神像的老師傅直

呼：「怎麼可能做得出來？」但他

不放棄繼續溝通，終於說服師傅放

手一搏，將老技藝轉化為前衛的現

代服飾。最終這件木雕衣在伸展台

上展現時，到場親睹的老師傅很感

動，覺得自己做了一件最具代表性

的作品。

勇於挑戰 黑手變身設計師

好奇心，讓林國基的作品常保

新鮮感；愛冒險，驅使他勇於嘗試

新事物。但他在設計師的路上並非

一路順遂，甚至是半路出家，轉換

職場跑道，才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人

生道路。

生於雲林縣台西鄉農家，林國

基從小就要幫忙父母種田，挑水肥

林國基由龍袍概念所延伸設計的宮廷式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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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牽牛吃草、接生豬仔，是家

常便飯，上學幾乎天天遲到。雖然

在貧困環境中成長，他並未怨天尤

人，反而勇於挑戰，「再壞的情況

都經歷過，現在什麼事也難不倒

我。」林國基很感激有一個艱困的

童年，為回饋家鄉，成名後曾把服

裝秀搬到台西信仰中心泉安府廟口

感謝神恩。

林國基國中畢業後，在父母

期望下，考取宜蘭復興工專（現

蘭陽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科，退

伍後到汽車零件廠當黑手。沒有

興趣支撐的工作終究難持久，從

小愛畫畫的林國基開始思考轉

行，白天在吵雜油膩的工廠工

作，晚上就到補習班進修服裝設

計課程。習藝一年後，他鼓起勇

氣參加服裝設計比賽，沒想到一

試就得獎，更獲服裝公司聘為設

計師，正式跨足時尚業。

因緣際會下，林國基25歲

就創業，成立「古其服裝設計造

型工作室」，短短幾年賺進可觀

積蓄。年輕的他不為眼前財富

所惑，30歲後做出一項重大決

定，把存下來的錢，投資在自己

身上，留學英國攻讀服裝設計碩

士學位。「我能留學真是個奇

蹟！」林國基笑著說，學生時代

他總是搶全班倒數第一，相當珍

惜再進修的機會，「能去開眼界

看世界，對於我的服裝創作有關

鍵性影響。」他勤跑美術館汲取

文化精華，在歐洲各國旅行，體

驗不同的生活，啟發狂放的創

意，返台後即自創品牌，在時尚

業界逐漸闖出名號。

打造洋裝概念館  

迎戰「快時尚」

「GOJI LIN」是林國基的英

文同名品牌，定位為「洋裝概念

館」。他說，很多女生都有牛仔

褲、襯衫、Ｔ恤等實穿衣服，但

絕對需要一件參加正式場合的洋

裝，也許是華麗風，也許是有文

化代表性，或是想展現身材，

「GOJI LIN提供女性消費者能在一

家店裡找到風格各異的洋裝。」

林國基進一步說明，東方女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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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現職： 邁基時尚股份有限公司設計總

監、台灣服飾設計師協會理事長

學歷： 英國伯明罕中央大學服裝設計系
碩士

經歷：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助理教授
重要紀錄：曾把清明上河圖、陶瓷影像

印到時裝上，受到歐美秀場

的矚目。2007年以媽祖廟的
形象作設計靈感，並在台灣

最大的媽祖廟前展出，引起

轟動。

林國基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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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在意服裝顏色會不會讓膚色看

來暗沉、布料能不能顯瘦、版型

是否會影響體型，他一一克服這

些問題，店面提供約500種款式，

讓消費者試穿，親自感受布料的

質感，而且同一款式有25種顏色

供選擇，人人都能找到最適合自

己膚色與體型的禮服。

主打高級訂製服的「GOJ I 

LIN」，靠著手藝精湛的團隊支

撐，下單一周即可交件，就費工

的訂製服來說，速度相當快。林

國基說，原本設定客群在35至

50歲間，由於量身訂做且快速

交件的貼心服務，打破了年齡界

限，累積不少品牌忠實客群。

「『GOJI LIN』的經營模式，是

平價服飾或網購通路沒辦法取代

的。」林國基自豪地說，因為定

位清楚，走差異化路線，因此並

未受到當下流行的「快時尚」影

響。ZARA、H&M等國際品牌大舉

攻台，挾平價、多款、快速更新

等特色，擄獲消費者芳心，很多

國內品牌都抵擋不住，但GOJI LIN

仍屹立不搖，關鍵就在於產品的

獨特性與量身訂製的服務。

經營自己  

為自我品牌說個好故事

身 兼 台 灣 服 飾 設 計 師 協 會

理事長，也曾在實踐大學授課十

多年，林國基樂見設計界新人出

國比賽得獎，卻也憂心巿場性無

法和創意成正比發展，「不少有

創意的年輕人，都欠缺經營的概

念，當然也缺少資金，所以無法

有所突破。」他指出，創作之路

固然艱辛，但企業經營是必學的

一門課，「不只經營品牌，也要

學習如何經營自己。」他說，很

多創意工作者無法面對人群或媒

體，解釋不出創意來源，以至於

產品魅力大受影響。

「現在是重視包裝行銷的年

代，要為品牌說個好故事，先感

動使用者，才能促使他們消費產

品或認同品牌。」林國基強調，

除了作品內容要創新，經營手法

也要求新求變，才能在變化快速

的文創巿場中存活下來。他建議

年輕工作者，把握旺盛的創意企

圖心，不斷去吸收新知識，把自

己經營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起林國

基回歸自然，開始在陽明山當起

假日農夫，小時候務農的基礎，

種起蔬果更是水到渠成。如同蔬

果要長得好，好的土質與水質不

可或缺，他的時尚之路，在廣泛

涉獵各種文化之下，轉化成滋養

他創作的養分，靈感源源不絕，

創意不因年齡增長而受限。 ■

在林國基的服飾店中，充滿各種具有文
化意涵的服飾與配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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