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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藝術設計人材的三大美之一 

武藏野美術大學位於東京都近郊，地利之便使其在水泥叢林中依然能保有大自然簇擁的靜謐，校

內建物各有特色，美術館與圖書館的收藏與展覽可謂學生獲取靈感的最佳寶庫，充滿活力的校風

在一年一度的藝術季便可略知一二，無時無刻都會有藝術作品在校園中綻放，所遇見的每一個人

都可能是未來偉大的設計師或是藝術家。菁英計畫的學生加入了工藝工業設計學系這個大家庭，

系館為剛落成的清水泥 14號館，完善的設備與彈性的空間利用令人歎為觀止，從其整潔程度也可

以發現日本對於專業的敬重。 

 
（圖左）武藏美藝術季（圖右）14號館外觀（圖右）系館雪景 

 

武藏美的職人養成計畫 

工業設計專攻又分為產品設計組與汽車設計組，我就趁此機會一圓汽車設計夢。第一個課題沒跟

上班上產學，老師讓我自己跑一個汽車設計流程，並在最後產出紙模型。武藏美的老師幾乎都有

業界經歷，汽車組稻田老師是前豐田汽車的設計師，過程中老師不斷強調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所

有的尺寸都是根據我想要賦予這個概念的感受來訂定，對於汽車的外型，老師則會提出他的建議

以及改進方法，取捨在於自己，但很容易被說服，在發想之後被拉回到製造的現實面，同時不再

只是造型方面的汽車設計，而是真正考慮到生產可能的層面。 

 
（圖左）製作過程內部（圖中）紙模型成品（圖右）課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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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汽車設計之旅 

後期主要的課題是我們必須從歷史中尋找美的元素，進而運用並針對未來自動駕駛時代設計車

款。所謂職人養成的計畫表，是以天為單位計算，無時無刻都有發表與討論，在吸收不同的資訊

之後統合並做抉擇。在一開始我對於如何客觀評價汽車的美遇到重重難關，討論之後便發現可以

用三角形構成法與黃金比來解讀車款，也獲得老師一致肯定。隨後進行概念發想與草圖繪製，老

師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不會不好，但是…，我覺得來到日本才真正體會到了不會否定任何想法

與可能的這件事，我以往常在偏見中尋找點子，卻忽略設計本質應當是在客觀的環境下去尋找那

些能合理化的點子，在這裡，只要你能說服老師邏輯清楚，再怎麼天馬行空的點子似乎都能實

現。 

 
（圖左）個人工作空間（圖中）調查結果發表（圖右）概念草圖發表 

 

 

第二個課題後半為油土模型製作，從木芯、基座到表面平整、貼膜，過程都有日野汽車的數名業

師共同指導，學校擁有專業設備，能在如此完善的設備下進行設計讓我覺得日本學生很幸福，同

時環境的整潔也做得很好。期末發表前，我因為將工具放在地板的板子上而被老師斥責，但回頭

想想這也是因為他們對於專業的敬重、對工具的敬重以及對設計的敬重，這正是我應當學習的！ 

 

 
（圖左）油土教室（圖中）木芯製作（圖右）油土荒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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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日野汽車業師指導（圖中）石膏輪胎製作（圖右）貼膜過程 

 
（圖左）期末發表（圖中）我與作品（圖右）產品照 

 

與竹子設計共渡的美好時光 

竹子設計是堂選修課，在這裡，會遇到來自各科系的人材，能夠放下主科包袱盡情徜徉最初設計

的美好，只要竹子做得出來，沒有什麼事不可能。我和來自基礎設計學科的男生一組，針對文化

結合進行三件創作，過程中發現彼此之間許多審美觀的共同點，也交換了很多對於國際、未來社

會、個人背景等各種想法，是昇華心靈與思考的最佳良方。期末發表前我因為太求好心切要盡快

完成報告不知道我們哪張投影片該說什麼，我的組員大介兄對我說：這不是一堂很嚴肅的課，老

師的要求我們已經做的那麼好了，你就按照自己的意思說就對了，並迅速把發表流程分配列出，

我心中大石瞬間放下。如同臥虎藏龍裡所說：「把手握緊，裡面什麼也沒有；把手放開，你得到

的是一切！」。 

 
（圖左）竹片膠合（圖中）竹編織過程（圖右）期末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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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照片 

日本-轉個彎遇見各種設計的國度 

東京六本木有非常多展覽，藝術三角也位於此，同時中城裡有武藏美的展覽空間，也有非常多講

座在這裡舉行，除了東京之外，無論上山下海，都可以看見地方產業對於文化與設計之間連結的

努力。 

 
（圖左）競速輪椅體驗（圖中）Good Design設計展（圖右）東京設計師週機器魚 

 

YAMAHA 設計展見習會 

透過向稻田老師報名來參加的見習會，為三葉發動機株式會社於六本木辦的展覽，展出各種聲音

體驗裝置與交通工具的結合，同時也有關懷弱勢族群以及針對未來生活的產品設計等，可以直接

和設計師對談，我和其中一位設計師討論一台速克達，提出了對台灣市場的見解，他則回應了人

乘坐時與車體呈現最美三角形的想法，對於機能與美感極致的取捨，也讓我在這場盛宴中偷嚐不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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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我和設計師討論的速克達（圖中）聲音互動裝置（圖右）輪椅樂器與解說 

 

瀨戶內海藝術季 

趁著藝術季假期，投向南國陽光與海的擁抱，抓住了三年一次賴戶內海藝術季的尾巴，在秋季期

間走遍了 10座島嶼，一覽無限的山海美景與各種驚艷的大型藝術創作，與當地樂活的居民一同

感受這裡的陽光與漂浮在字裡行間那種殷勤與歡愉。一個人旅行，能放下身旁的包袱，並且有更

多時間思考，也遇見了住同旅社的香港背包客以及來日本打工度假的台灣女孩，然而再多山海美

景也比不其中一天去的-大島來得印象深刻。大島，曾經是一座孤立痲瘋病人的島嶼，直到近代政

策廢止，這些人才享有去留的權利，藝術季規劃團體導覽式進出也是為了不影響留在此地繼續安

養天年的長者們，這裡的一切都很有秩序，如同假山假水，城鎮中無時無刻都迴盪著引導人回家

的音樂，路面上也繪有如 google地圖上的引導線，秩序過頭令人不寒而慄，秩序或許是自古以

來人們所追求的目標，但物極必反的現象卻在這個被時光遺忘的島嶼上完整呈現，其中發現有許

多被設計過來給他們使用的產品，也從他們生活的空間與使用的書籍細細品味了島上曾經發生過

的歷史，在藝術作品的美化之下，這座憂傷的島嶼又再度燃起生命。 

 
（左一）這趟旅程遇到的人（左二）大島居民生活器具（右二）路中央引導線（右一）居民繪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