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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藝術師　傳遞家的溫度
李欣秝 報導  

⾛進置⾝於台南⼩巷內的⼀家建築事務所，推開紅⾊漆已些微斑駁的⼤⾨，迎⾯
⽽來的是⼀位穿著輕便、笑容滿⾯的⼈，他是建築師黃介⼆。

黃介⼆對他的建築模型如數家珍。（圖片來源／李欣秝攝）

黃介⼆曾經在建築師黃聲遠位於宜蘭的⽥中央事務所待過⼀段時間，後來隻⾝來
到台南開事務所，專⾨接私⼈住宅的案⼦。黃介⼆透過⼿作設計的溫度讓業主們
感受到他的⼼意，簡單的建築卻傳遞滿滿的溫暖。

建築與「⼈」息息相關
⼀個空間最重要的元素莫過於⼈，「我們塑造的是⼀個背景，如果把⼈拿掉，那
這個空間就沒有⽣命⼒。」所以即使房⼦再⼤再漂亮，少了「⼈」這個重要的元
素，就沒辦法形成⼀個舞台，讓該上演的戲碼上演，那房⼦就失去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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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點綴讓整個模型更加⽣動。（圖片來源／李欣秝攝）

建築師和藝術家很像，都在創作，唯⼀不同的是建築師創造出來的空間有使⽤
者，所以如何讓使⽤者在⼀個空間裡感到舒適，同時讓建築與⼟地有連結，都是
設計時要思考的重點。

⽥中央　⾃由卻影響深遠的⽇⼦
黃介⼆讀⼤學時遇到了建築師黃聲遠，因緣際會下來到他在宜蘭的⽥中央事務
所，這裡好⼭好⽔好⾃由，並且扭轉了黃介⼆原本對於建築的想像。「以前在唸
書的時候，覺得建築師的形象就是穿⻄裝打領帶，然後就是在辦公室簡報啊。」
可是當他看到黃聲遠，穿個短褲、拖鞋，不像是⼀個老師，才發現原來建築也可
以這樣。

在⽥中央裡⾯沒有答案，沒有⼈會告訴你要怎麼做，你必須發展獨立思考的能
⼒，⽤⾃⼰的⽅式找出答案。「在那個環境下我們永遠可以⽤⾃⼰的⽅式去完成
⼀件事，也都從中間找到適合⾃⼰的路。」也是因此，黃介⼆認知到他不喜歡做
公共⼯程，公共⼯程背後的⿊暗⾯和利益關係，對當時單純的他來說是⼀⼤衝
擊。「我可能適合在這種⼩⼩的房⼦裡⾯，好好的把事情做好。」雖然做公共⼯
程的影響⼒很⼤，但是黃介⼆覺得事情沒有分⼤⼩，他反⽽覺得現在做的事比較
適合⾃⼰。

「觀念這件事是別⼈搶不⾛的，你可以永遠帶在⾝上，到哪裡都會很受⽤。」在
⽥中央學到的這句話，讓黃介⼆相信不管到哪裡都會⾛出⼀條路。因此離開了⽥
中央，來到⼈⽣地不熟的台南，⾃⼰開創事業。

以⾝作則　做出⽣活品質
⼀進到黃介⼆的事務所「和光接物」立刻感到⼀種溫馨的氛圍，不管是空間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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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黃介⼆的事務所「和光接物」立刻感到⼀種溫馨的氛圍，不管是空間還是
燈光，都讓⼈有回家的感覺。不同於別的事務所制式化的上班，「我比較希望這
裡像個家庭，不要變成⼀個有階級的公司。」黃介⼆把員⼯都當成夥伴，他覺得
每個⼈的⽣命經驗不同，彼此之間有互相可以學習的地⽅。另外他也希望⼤家盡
可能不要加班，把⾃⼰的⽣活過得很好，這樣才有條件去告訴別⼈要怎麼⽣活。
「你⾃⼰都沒有享受過好的⽣活品質是什麼，你很難設計出好的東⻄。」

事務所的各個房間都相通，⽅便⼤家互相討論想法。（圖片來源／李欣秝
攝）

做設計時如果出發點只是為了完成⾃⼰的作品，就會忽略掉很多業主真正的需
求。「我們要做的是透過我們的專業去協助他們。」黃介⼆每接到⼀個案⼦就會
到當地去⾛⾛，去體驗那裡不同時間、季節會發⽣的變化。⽽設計的靈感往往是
在這時候得到的，「有些東⻄好像原本就存在，我們只是把布掀開⽽已。」⼤部
分是要打開你的感官，然後很細微地去觀察⼀些事情，有些答案就會慢慢浮現。

⼿作的溫度　私⼈住宅迷⼈之處
每個⼈⼀出⽣最⼀開始接觸的空間就是住宅，我們都是從⼀個家庭的空間開始⻑
⼤的。可是現在很多住宅的空間都已經被建商所定義，住宅早已變成商品。

黃介⼆的事務所到現在還是堅持⼿作模型，他相信在某種程度上「溫度」會透過
⼿傳遞到那個空間，當你真⼼要幫別⼈完成夢想時，別⼈就會感受得到。雖然很
耗時間、成本，但是⼿⼯是無法取代的。事務所內的每個模型背後都有故事，曾
經平⾏的⼈們，因為空間⽽凝聚在⼀起，這就是建築最⼤的魅⼒，讓幸福的溫暖
渲染著整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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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內佈滿了⼤⼤⼩⼩的建築模型。（圖片來源／李欣秝攝）

⽽會來到事務所的業主基本上都是很認同他們的理念才來的。黃介⼆總是傾聽業
主的需求，有耐⼼的去陪伴⼀家⼈直到房⼦完成，深入了解每個案⼦背後的故
事，所以他總是和業主變成好朋友。

許多業主搬進去之後，會給黃介⼆很多有趣的回饋。他笑說有⼈每年邀請他去
住，因此常常有免費的⺠宿可以住，也有⼈說以前親戚都不太會來他們家，最近
卻很常來，⾃⼰都覺得很困擾。雖然嘴巴上這麼說，但是因為這個空間，很多事
情都聚在⼀起，讓許多⼈擁有以前不曾擁有過的回憶。雖然有時候很多案⼦做到
最後都賠錢，但是賺到的是這種無形的成就感，就⾜矣。

和光接物　每個⼈都是獨特的個體
當初事務所會取名為和光接物，對黃介⼆來說是⼀個期許。「和光」指的是每個
⽣命的原初都是光，光和光之間沒有⾼低貴賤，也不會分你我。事務所是⼀個團
隊，包容了很多同事、業主甚⾄做⼯師傅的個性、⽣命。「接物」除了待⼈接物
外，另⼀個層⾯是去接引萬物。房⼦動⼯時，應該要對原本這塊⼟地上的⽣命表
達⼀種尊重，不希望因為蓋房⼦讓原本的⽣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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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光接物，是黃介⼆對於事務所的期許。（圖片來源／李欣秝攝）

黃介⼆也談到台灣建築業的問題，台灣的社會把勞⼯階層變成相對比較不優秀
的，或是認為比較不會念書才會去做⼯。但職業無分貴賤，其實現在台灣最缺的
就是這種專業技術的⼈才。像是⽇本有「職⼈」，只要你在某個領域做得很好，
社會就應該要給予很⾼的肯定，⼤家才會更投入。

⽽在台灣，做⼯的⼈是被社會遺忘的⼈，做這件事對他們來說只是餬⼝飯吃，黃
介⼆覺得不應該如此。如果社會不肯定這些專業技能的⼈，⼤家也不會投入，⽽
年輕⼈更不會投入這塊。黃介⼆覺得每個⼈都有各⾃的專⻑，應該各司其職，才
能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教學相⻑　讓影響延續下去
黃介⼆現在也在成功⼤學教書，「⼈⼀輩⼦其實受老師的影響很⼤，如果⾃⼰有
能⼒希望能把當初那個影響傳下去。」他總是和學⽣說要能夠培養⼀個別⼈沒辦
法取代的能⼒，這樣就不⽤擔⼼⽣存的問題。最怕的是你跟在別⼈後⾯⾛，那條
路會很辛苦，所以他⿎勵每個⼈找到屬於⾃⼰的⽅向。

老天賦予⼤家能⼒，讓每個⼈⽤不同的⽅式去協助他⼈。黃介⼆找到⼀條⾃⼰很
喜歡的路，⽤他的建築傳遞對「⽣活」的想像，也許不是什麼很酷炫的建築，但
⼩⼩的空間卻凝聚深厚的情感，把他對建築的認識和感動藉由⼿作的溫度，透過
建築延續在這塊⼟地上。

      

 記者 李欣秝

編輯 黃俊軒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3085?issueID=701
https://twitter.com/share?text=????????????&url=http://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3085?issueID=701
javascript:void(0);
http://castnet.nctu.edu.tw/aboutAuthor/889


編輯 黃俊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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