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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 Common Ground 所舉辦的「第七屆國際設計原理與實務研討會」(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sig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於 2013 年 3 月 6 日至 8 日間

在日本千葉大學(Chiba University)舉行。Common Ground 是一個致力建構各種新型知

識、媒體的創新和鼓勵新思維交流的研究機構；與世界許多知名的大學合作，在國際

各個城市諸如英國倫敦、美國紐約、加拿大溫哥華、義大利羅馬、澳洲…等知名的大

學大學舉辦設計研討會。2013 年設計研討會在日本千葉大學舉行。千葉大學是日本的

一所國立大学，位於千葉縣千葉市。千葉縣是日本的一級行政區之一，位於本州的關

東地區，西面緊臨東京都，屬於首都圈的範圍。許多東京的大型設施，如成田國際機

場和幕張展覽館都在千葉縣境內。本研討會為一跨領域與綜合性的設計研究與實務結

合之國際學術研討會；參與研討會的學者來自世界各地，包括英國、美國、澳洲、日

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 等國家，本研討會提供給在設計學術與實務領域的先進

和年輕學者相互討論與研究回饋的場域。本研討會分為六個領域：(1). 建築、空間與

環境設計 (2). 設計教育 (3). 設計管理與專業實務 (4). 福祉設計 (5). 物件設計 (6).

視覺設計 …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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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第七屆國際設計原理與實務研討會為一跨領域與綜合性的設計研究與實務結合之研討

會，本研討會的參與學者來自英國、美國、澳洲、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與臺

灣… 等國家，於本研討會中，很多在設計學術與實務領域的先進和年輕學者們，進行

了熱烈的學術討論與交流的活動。此研討會安排了共六場非常精彩的專題演講，演講

內容反應國際上設計趨勢與思潮；例如，日本東京大學河口洋一郎教授、高野景觀株

式會社總裁金清典広(Norihiro Kanekiyo)先生、無印良品(MUJI)總裁 Masaaki Kanai 先

生，千葉大學 Toyoki Kozai 教授…，等豐富且獨特的演講內容。

本人的論文「非物質性織品之構織與其隱喻意涵之研究」，內容與創作語匯、創作

方法議題相關聯，並討論材質的隱喻性意涵，在發表中和參與學者有深入的討論與分

享，討論內容亦可供後續研究之參考。

參與此國際設計原理與實務研討會的目的有：

一、藉此參與此研討會，有機會與跨領域設計理論與創作實務領域的國際學者交流。

二、透過國際學術研究與多元設計領域專業觀摩之機會，學習舉辦大型與優質國際研

討會經驗。

三、 增加與國際上設計專業與學者討論和互動之經驗，並回饋到教學與研究成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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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及議程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研討會的舉辦總共歷時三天，個人的發表場次是在第一天下午的第一場。為了能從

容地找到旅館與會議地點，並且作好論文發表前的準備，本人於 3月 4日晚間即到達

日本東京，再搭 JR 轉往屬於大東京區的千葉市已是相當晚了。因此，隔天(3 月 5 日)

我有一整個白天的充裕時間，可以簡單地了解一下環境以及作好會議前的資料準備。

3月 6 日研討會的第一天，主辦單位的介紹及引言，以及專題演講展開序幕。與會發表

論文的學者來自 30 多個國家，皆是在設計理論、創作實務與研究上具有成就的學者專

家。專題演講與分組論文討論都相當踴躍與精彩。第一天會議結束後，主辦單位安排

在大學中宴請所有的與會學者自助式晚餐，使得白天的討論與交流得以延伸；這是一

個用心的安排，讓來自設計理論與實務創作等各領域的學者們、與專題演講者與主辦

單位人員有機會建立一種親切的熟悉感，有助於未來二日的研討會交流更為熱絡。第

二、三天會議也是由兩個專題演講開場(在大演講廳中進行)，專題演講後的討論(移到

較小的空間，使討論的人員能近距離地提問、分享個別經驗，詳圖 2，3)，以及進行分

組論文發表。交流討論踴躍。第二天會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主辦單位另在城市中安

排了自費式的宴會。使與會學者們能深入當地環境文化。雖然餐點內容很普通，然而

藉著如此的場合，能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旅者們在很短的時間內一探日本文化的精

隨，別具意義。(詳圖 6)。第三天會議內容更加豐富與精彩，直到當天傍晚 5:30PM 左

右，研討會在一場綜合討論後，劃下句點。

二、議場主題與議程

大會主題是「第七屆國際設計原理與實務研討會」；會議議程請參詳附錄(一)。由於此

研討會為一跨領域與綜合性的設計研究與實務結合之研討會，所以，議場主要分為六

個；議場主題也依時段區分各個主題。包括有：設計的語匯與溝通議題、設計方法中

的自我認同與性別議題、設計方法與理論、設計的社會影響、設計研究與評估、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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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教育、設計實務與方法的態度、設計的敘事與文化影響、設計的物質與非物質

性…等。議場主題請參詳附錄(一)。此研討會安排了具代表性的共六場非常精彩的專題

演講，演講內容反應國際上設計趨勢與思潮；例如，日本東京大學之河口洋一郎教授

(Yoichiro Kawaguchi)、高野景觀株式會社的總裁金清典広(Norihiro Kanekiyo)先生、無

印良品的總裁 Masaaki Kanai 先生，千葉大學的 Toyoki Kozai 教授…，等豐富且獨特的

演講內容。由於眾多議題分組在六個議場同時進行；與會者只能選擇性地參與他人論

文發表。研討會邀請的六場專題演講可以說是本研討會的主要精神主軸。

專題演講特別邀請著名的藝術家，日本東京大學河口洋一郎教授(Yoichiro Kawaguchi)

分享其豐富的創作歷程與充滿想像力的作品。河口洋一郎是日本電腦圖形藝術家。作

品呈現的形式非常多元，包括：電腦動畫、雕塑、工藝、圖案應用於和服設計、空間

裝置、可愛造形玩具、兒童互動裝置、機器人設計…，等。創作概念以模仿原始的生

命形式，例如自我組織和自我繁殖的程序；模仿蜈蚣爬行的方式…。藝術家參考原始

的生命形式，對於生存也許有了更透徹的了解。河口洋一郎教授領導的研究小組，也

進行機器人設計開發，機器人樣機，反應他早期的電腦平面圖形作品的 3D 模型。

此外，專題演講邀請金清典広(Norihiro Kanekiyo)先生(圖 2)分享日本的庭園美學如何被

實踐在世界各地。高野景觀株式會社的總裁，金清典広先生的設計團隊，曾經負責宜

蘭冬山河景觀規劃與設計。這次，有機會在此研討會的專題演講中，學習了金清典広

(Norihiro Kanekiyo)先生的景觀設計美學。並且演講者毫不吝惜地分享了極豐富寶貴的

幻燈片。以「法國現代的日本花園」為演講議題，提出文化交流的可能性，花園的概

念，水的流動，…等。設計師並且介紹不同類型的日本之美；即，簡約之美，合適之

美，基礎之美。金清先生並且建議了：我們的生命是從自然界之間得到了好的回響。

伴隨著在會場大廳的展覽─密閉式植物、人造光植物 (圖 4-2, 4-2)─於另一個專題演講

中，千葉大學 Toyoki Kozai 教授(圖 5)提出其寶貴的研究成果。Toyoki Kozai 教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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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密閉式植物生產系統的概念 (CPPS , closed plant production system)及其作為人造

光植物養種場（PFAL, Plant factory with artificial light）之應用；資源利用效率概念 (RUE,

Resource-use efficiency）；密閉式植物生產系統節約資源的特點；無處不在的概念─在

市鎮裡的人造光植物養種場；以及，垂直農業的挑戰 (Challenges in Vertical Farming)。

把農業帶入市鎮、帶入學校、帶進室內…，這樣創新的養種概念令筆者耳目一新。尤

其，對於大會現場的室內植物展覽，尤感興趣。透過會後交談，筆者獲知 Toyoki Kozai

教授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有一些參訪交流，感覺非常親切。

另一場寶貴的專題演講，是由無印良品(MUJI)的總裁Masaaki Kanai 先生(圖 3)介紹了無

印良品的產品設計與行銷理念。販售據點遍佈世界各地的無印良品，在台灣亦是相當

受到歡迎的一個品牌。顧名思義「無印良品」是沒有品牌標誌的友善產品；以日常用

品為主，類別涵蓋廣泛；例如：衣飾、文具、食品、廚具與廚房用品，以及傢俱、室

內設計、建築、花店、咖啡店，…等。設計產品以注重純樸、簡潔、關心環境、以人

為本…等為理念。無印良品強調透過材料的篩選、簡化製造過程、簡化包裝，以突顯

「良品」特質。Masaaki Kanai 先生強調消費者第一，產品著重自然(natural)，沒有名字

(no name)，簡單(simple)，但是卻需有全球尺度(global scale)的品牌視野。自然，是指產

品使用一般已存在素材本身的原素材；不加特別染料、印刷…等添加設計。沒有名字，

是指匿名的或無個性特徵的設計；並強調簡單是設計的主要元素。而，如此一貫純樸

與簡潔，雖不強調個性特徵卻已成為品牌重要特色，而且，有著看向世界的雄心。

還有其他很棒的專題演講與論文發表，各個設計領域的學者專家、設計師或品牌經營

者不約而同有著一些共同的焦點觀念是：設計的環境關懷、文化連結，在地思考，以

及世界的視野/國際觀。

三、個人的論文發表

個人的論文發表是在第一天的第一場。現場報告順利完成。討論交流情形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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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發表論文題目是「非物質性織品之構織與其隱喻意涵之研究」。作者是根據Marjory

L. Joseph 的織品理論與定義（Joseph，1986，209），重新思考織品素材的隱喻性意涵；

進而，提出非材質的創作表現。也就是說，就織品的編造過程而言，創作者的內在世

界能透過織品素材之表達，傳遞給觀者。此外，由於織品素材的勞動本質的一般性─

持續的反覆─再現創作者素材理念的堅持特徵；使得織品材質的使用隱約連結創作者

個人的思索以及與投射集體文化意涵。因此，作者建議藝術家能夠應用豐富的織品形

式與語彙，來探索其對於世界不同的感知。

再者，作者在探討非物質性織品之構織與其隱喻意涵的過程中，列舉並解釋了藝術家

如何藉由織品語彙來發展他們的藝術；如何透過這一種素材的本質傳遞記憶、感覺與

情感。最後，作者提出使用一般的技術應用與創作者的意圖、創作概念連結，也能夠

成就新的織品精神。並且，視此般的織品隱喻意涵為其思維的基本方式作總結，提出

個人的環境觀察以及以非物質的創作表現。個人所發表之論文摘要請參詳附錄(三)

四、會後參訪參觀活動

研討會結束後，適逢週末，筆者安排一天的時間，參訪了一些重要的美術館與東京著

名建築與文化景點。參觀地點包括位於東京六本目的國立新美術館(NACT, The National

Art Center, Tokyo)、與 21_21 設計視野(21_21 Design Sight)、表參道世界知名時尚品牌

設計師旗艦店…等地方。內容相當豐富。

由黑川記章建築師所設計的國立新美術館是一個當代的建築物，從外在呈現的雄偉建

築體，充滿質感的視覺面體立面；從內部則可欣賞其各個角度的光影變化。主要展出

有一樓的日本書畫展；以及展在二樓的「國立新美術館年度當代藝術展」(The NACT

Annual Show of Contemporary Art)；其中，最年輕的藝術家是志賀理江子(1980)，以及利

部志穂(1981)。從日本傳統的藝術到年輕的當代創作，日本的當代藝術家或設計創作者

在重要的美術館展示內容中佔有舉足輕重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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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宅一生設計思維「一塊布」的理念影響下，21_21 設計視野(21_21 DESIGN SIGHT)

是由安藤忠雄所設計的。從造形美學上而言，反映了三宅一生對於日本傳統摺紙

(Origami) 藝術的當代轉化；由如一片鐵板所彎折構成的屋頂、清水混泥土與透明玻璃

所構築的牆面，連結時尚大師的衣飾造形創作；就建築外觀而言，看起來像一件襯衫

上部被強調的領子。而以「Design Ah!」為主題的展覽，三宅一生的設計思維被發揮得

淋漓盡致。從室內展覽中，傳統文化工藝與當代設計觀念的結合與延伸，當代媒材與

多媒體的運用手法相當純熟；內容呈現可令人敬佩的文化深度與雀躍的當代性發展。

以互動媒體、繪畫，互動裝置、聲裝置音、視覺裝置、動畫…等展覽方式，日本語五

十音的第一個，「あ!」，被以各種創作形式與內涵所詮釋、表現與展出，豐富而有趣。

參觀者在展場中玩得很開心，很多是年輕父母親帶著小朋友。從玩的過程當中，學習

日本傳統工藝(Origami)與其當代創新。足以見到設計師的正面能量：設計觀念、態度與

其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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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筆者千葉大學留影。背景是會場標誌掛布。

圖 2. 專題演講者金清典広

(Norihiro Kanekiyo)先生(右二)、

Naoko Hirota 女士(左二)。

圖 3. 專題演講者無印良品總裁 Masaaki Kanai 先生

(右二)。

圖 6. 第二天晚間於城市中的宴會。與會學者們相

互認識交流並融入當地文化環境。
圖 5. 筆者與 Toyoki Kozai 教授合影。

圖 4-1. 研討會場大廳展覽的室內植物。 圖 4-2. 研討會場大廳展覽的室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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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與會心得

本次設計原理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Conference on Desig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舉辦得相當

成功，就議程的安排、專題演講與發表論文的內容而言相當優秀。整體而言，此研討

會規劃得完整、完善，值得國內學術界與設計實務界舉辦國際研討會時之參考。

本研討會結合了多元領域的設計原理與實踐的知識建構、設計理論構築、設計方法、

設計研究教學…等議題。於會議中以主題的方式歸納、分類組織論文發表的議題群組；

也系統性地探討設計研究知識。從文化與政治的影響，邊緣族群的設計，到企業共同

研究與承諾，新媒材技術與設計…等之探討，充份彰顯跨領域設計交流之機會與創意

能量。個人所發表的論文「非物質性織品之構織與其隱喻意涵之研究」，在會議中受到

多位與會學者與專家的討論；其中，涉及「設計與設計語匯」的影像思維與意涵，和

有關新的設計媒材與觀看者觀點之討論。諸多意見的回饋，值得個人在此研究內容上

深入思考。

本研討會所討論的議題，除了以專題演講的發表方式，更有來自世界各國各個領域的

設計專業分享，同時設計工作坊的專題教學與具實驗性的設計創作方法，也同時被提

出；值得臺灣設計界與學術界參考。

二、建議

在世界各地相關設計類科的高等教育，有關設計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研究風氣目前正積

極發展中。涉及設計研究結合創作實務的研討會也在世界各地之學術機構與文化機構

紛紛被舉辦；由此可見，在國際上一致認同設計創作的開發與學術研究的探討是相輔

相成的。



9

近年來，從台灣政府政策顯示企圖發展設計教育與文化創意產業之決心。但是，諸如

此類大規模的、針對設計研究結合創作實務的研討會卻較少能被實踐完善。此外，設

計理論的研究與設計實務的開發未能有助益地被整合，而且常見有明顯的分離或歧

見，實為可惜。期望政府之政策推廣能夠鼓勵並協助設計理論的研究與設計實務的整

合發展，以促使台灣設計創作範疇的專業與專家能夠建立其研究水準與深度；並且期

望能積極支持設計實務的開發，以及其與文化和跨領域設計研究能夠建立其連結網絡。

三、其他

感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補助個人參加此次第七屆國際設計原理與實務研討會，於此過

程中收穫豐富，在設計創作與理論研究上進一步溫習了國際發展的脈絡與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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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個人所發表內容摘要

A Study on the Weaving of Immaterial Textiles and its Metaphorical

Implications

Abstract
By shu-fang Huang

The use of textile materials in contemporary artistic practise is related to the individual
speculation and collective cultural meaning in which the artists apply plentiful textile forms
and vocabularies to explore a diverse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contemporary artists have been developing their arts through textiles and how the intimate
vocabularies of textiles are transformed into their own stories and memories, especially
family memories, whereby their intentions and the using of ordinary techniques have
achieved a new spirit of textiles.

Accordingly, in the discussion the use of metaphor with regard to the implication of textiles,
this paper would explore the traces and patterns of mutual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in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my practical works. The images of sawing lines as well as the static
and dynamic lines collected in my surroundings might have been encountered and associa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my fragmentary memories, and by which the ordinary materials in
the everyday life are captured accidentally. As well as, through moving images the works
explore how the intimate vocabularies of textiles are transformed into the sense of alienation,
whereby the artist’s narratives are delivered in the course of memory collection.  From 
materiality into immateriality, this paper explained how the artist has been developing her art
by using textile vocabularies to convey her memories, feeling and emotion, and has been
considering this representation of textiles as a fundamental way of thinking.

Key words: immaterial textiles, meaning of making, repetition, mem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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