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_09t   受測者 B 第九堂課參與式觀察實驗資料                   (附錄 A_2)
編

號 
時 間 口 語 資 料 

設 計

元 素 

影像資

料編號

1 0:00:00 

 

受測者 B： 

本週我所做的主要就是我上禮拜所提的主題－

hybridization，主要是因為時間演變的關係而產生混雜，我

開始找了可以被拿來混雜和 morph 的物件… 

 

 

主題 

 

 
 

2 0:00:20 

 

受測者 B： 

我主要是在測試電腦裡面 morph 這個指令，看看可以怎麼

用… 

我使用數位媒材的經驗很少，因此不太清楚如果我要達到

某種效果應該採取哪種工具以及哪些步驟？本週我雖然特

地為數位和傳統媒材的使用做了實驗，但兩者操作後的結

果卻不如欲期中相差那麼多，我想這是因為我未能將數位

媒材的強大功能與潛力發揮的關係… 

 

 

工具 

9b.12 

3 0:01:10 

 

受測者 B： 

本週我的第二個主題是都市公園… 

 

 

主題 

 

 

 

4 0:01:20 

 

受測者 B： 

我大概對都市公園做了一些搜尋，例如法國的凡爾賽宮，

雖然是幾何式的庭園規劃，但內容物卻是有機的植物；雖

然是在人造的空間中，但卻是自然的生物；雖然是在都市

空間中，卻是山林中的石頭和水… 

以往對於空間中時間議題的處理，常止於實體或影像再現

等靜態方式的呈現。如今在運用 CAD/ CAM 等電腦技術的

條件下，從空間的形體出發，到人的行為模式，在相同地

點、不同時間下，進行混雜與融合，以 hybridization，seamless

的特質，則可能表現出隱含於時間中：連續、動態轉變的

空間形式與感受。因而我必須先找到表現這種特質的混雜

物件… 

 

 

搜尋 

 

 

9b.17
和 

9b.18



 

5 0:03:20 

 

受測者 B： 

從都市公園中我找到了一些性質對立、可以拿來 morph 的

東西，例如人造與自然、個體與群體、活動式與固定式、

還有我原本談的成衣市集與現在談的都市公園、黑夜的成

衣市集與白天的都市公園… 

 

 

結果 

9b.16~
9b.19

6 0:04:00 

 

受測者 B： 

我有兩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 morph。我在都市公園

裡找到一些有極端的具體形象的東西是可以被拿來 morph

的，但是也有一些我認為很有趣的物件，但卻是沒有形象

的，只有象徵意義上的，例如說白天與黑夜、動態與固定

等，這些沒有形象的東西要如何被拿來 morph 呢？ 

老師： 

你所謂的 morph 就是混雜、hybrid 的意思嗎？ 

 

 

問題 

 

7 0:05:10 

 

受測者 B： 

其實 morph 是一種手段，一種達成 hybridization 的工具… 

我本週的媒材測試是關於數位媒材與傳統媒材的差別，依

據我的 program 內容及基地條件，包含下列幾項重點空間元

素:白天社區的開放休憩空間、晚上成衣市集的廣場(紅色量

體) 、街道與市集介面(藍色表皮) 、攤位單元及服務空間(白

色方體) 、市集內人行動線(綠色線性量體)等，以二種不同

的方式進行快速設計: 第一種是傳統媒材的方式，第二是使

用 digital media 中的 MAYA 軟體來操作。 

 

 

工具 

 

9b.7~
9b.15

8 0:06:10 

 

受測者 B： 

完成後，二種方式的差別似乎還是停留在形體變化程度上

的差別，我還不能體會、察覺到因 digital media 所帶來關鍵

性的改變，以及因此對 space of tomorrow 的呼應，我猜想是

因為 digital media 的潛力未能被發揮出來的緣故… 

 

 

結果 

 

9 0:06:40 
 

受測者 B： 

但是我搜尋混雜物件的時候，發現有些東西是沒有形象

 

搜尋  



 

的，沒有辦法去 morph… 

所以我在這邊遇到瓶頸，停下來做不下去了，就是因為這

種在概念上、意境上的不同沒辦法用 morph 來表現… 

 

10 0:07:00 

 

受測者 B：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基地… 

 

 

問題 
 

11 0:07:10 

 

受測者 B： 

我所呈現的這些李小鏡的作品，對我的影響其實很大，可

以說這就是我想呈現的感覺重點－既是 A 又是 B 的意象。 

我想要探討的是關於在大量運用數位科技後，許多原本分

類的標準、界線，已經逐漸的混雜與模糊，而出現了 seamless

無接縫式轉變的特質。電腦複雜龐大的運算，形成了另一

種判斷的機制，使得形象的出現，不再是獨立的對象 A 或

對象 B，可能出現既有 A 又有 B 形象的對象 C… 

 

 

主題 

9b.1~
9b.5 

12 0:08:00 

 

受測者 B： 

所以我過去所說的那種時間的 morph，夜市和高架橋下的

停車場好像跟這個比較沒有關係，現在談比較多面向的是

攤販、市集和都市公園… 

所以我在想是不是該換一塊基地？ 

 

 

問題 

 

13 0:08:20 

 

受測者 B： 

我在考慮把把基地從原來的高架橋下停車場換到附近的三

角公園，原先那塊基地的刻板印象比較多… 

 

 

主題 
9b.20~
9b.24

14 0:08:30 

 

受測者 B： 

經過一連串的探索，最後我決定在意象及形式上把都市公

園與成衣市集二者作混雜，既是都市公園也是成衣市集。

而形體操作(作法) 的概念是 seamless，概念參考來自李小鏡

的 manimals … 

 

 

結果 

9b.6 
和 

9b.19

     



 

 
 
 
 
 
 
 

15 
 

 
 
 
 
 
 
 

0:08:50 

老師： 

你和那個做 figure/ground 的一樣，愈搞愈複雜了… 

(眾人笑…) 

不過你新選的這個基地的確比較有張力，這個三角公園的

主要使用者是老人，但附近又有很多流鶯出沒，慈祥的老

人下棋 vs.流鶯的性暗示，這兩件事雖然發生在同一個地

點，但本身卻充滿極端的差異性，頗有煽情的作用。除此

之外，這個基地另一個特殊點在於雖然位在新竹的市中

心，屬於精華地段，但弔詭的是，有很多只會發生在都市

邊陲地帶或特定區域的事件例如情色與老人聚會等就在這

個精華地段中發生了。因此既然你找了一個比較具衝擊性

的主題，在操作設計的過程也該回應這種衝突… 

你提出的主題－hybrid 或照你說的 hybridization，也就是所

謂的混種、混雜或雜種，應該是一種很強烈的宣言，因此

混雜對象的選擇便非常的重要。如果只是將性質不同但性

格不明顯的物件混合在一起，便突顯不出強烈的視覺效果。 

就像你的 Norman Foster 造型 (指光頭)，也很具視覺震撼效

果，作品也該如此… 

(眾人大笑…) 

 

指導 

 

 

16 0:12:20 

 

受測者 B： 

我試著把把兩個屬性截然不同的空間混雜後的結果看起來

很普通，並沒有達成我所預期的效果。像李小鏡的作品

manimal 那般的視覺震撼效果，在我的設計中該如何去混雜

才創造得出來呢？ 

 

 

問題 

 

17 0:12:50 

 

老師： 

李小鏡的 manimal 作品之所以搶眼，除了因為人的臉部特

徵與動物臉部特徵的混雜所帶來的視覺震撼之外 ，混出來

後究竟是變種人還是野獸，議題上和視覺效果都充滿爭議

性；當中所蘊含的人與動物雜交這層隱喻，更令人增添對

這一系列作品的無限遐想… 

我現在隨便舉一個例子－停屍間的戀情聽起來有聳動性

吧… 

(眾人笑…) 

為什麼會感覺很聳動？因為把停屍間和談戀愛這兩個元素

 

指導 

 



 

加在一起混雜等於停屍間的戀情，到底談戀愛的是人和

人、人和鬼還是鬼和鬼的這種懸疑緊張氣氛，就會讓整件

事充滿了張力… 

反觀你所提的都市開放空間和自然景觀元素混雜，感覺上

這兩者並不衝突，反而有合諧共存的意象，所以無法表現

出雜種的特質，看起來也不會有震撼的視覺效果。 

你什麼都可以拿來 hybrid 看看嘛！你的頭加他的身體、他

的臉加她的頭髮… 

(眾人大笑…) 

 

18 0:16:50 

 

受測者 B： 

我在都市公園中搜尋到一些有具體形象的舞體可以來混

雜，例如樹的落葉和藤蔓，這兩者又有著依附的關係，藤

蔓依附著大樹生長，我想也許可以從這一類的關係去尋找

比較有顛覆性的畫面… 

 

 

搜尋 

 

19 0:17:10 

 

老師： 

你提到這件事情，我順便提醒你一下，舉例來說，若提出

蓮花與方盒子的混雜這個主題，在所謂的前數位時代 ，將

蓮花所代表的精神隱喻與方盒子所代表的空間原型進行混

雜只是一種形而上的概念，實際上難以被執行；然而到了

今天則有進步的數位工具可以具體的將這個概念實踐出

來，先透過電腦模擬將蓮花與方盒子這兩種截然不同形體

融合的過程與結果虛擬出來，再運用數位製造技術把混雜

後的自由形體製作出來… 

提醒你可以先就目前的 program 用 CAD/ CAM 去將你所謂

的混雜概念做出來，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會談所謂形而上的

混雜概念，但在這個 studio 中我們的數位工具已經進步到

有機會讓我們把這樣的概念進ㄧ步的實踐出來，也就是本

studio 一直強調的 implementation，希望你不要只留在談概

念，而是具體的呈現出空間形式… 

 

 

指導 

 

20 0:20:30 

 

老師： 

那你原來關於編織和布料的這個主題還在嗎？ 

受測者 B： 

 

問題 
 



 

嗯(猶豫狀…)，目前還在都市公園中保留成衣市集，不過關

係的確蠻弱的，所以還要再看看… 

 

 
 
 
 
 
 

21 

 
 
 
 
 
 

0:21:30 

 

老師： 

混雜這個概念在建築語言上來說與無接縫 (seamless)設計

的特質有很多類似的地方。就你所提的主題與基地而言，

室內、外空間與建築本體的流暢性，應該最能夠表現出這

個案子的特質。因此建議將建築設計結合地景設計，把大

地流暢的線條帶入設計之中… 

如果你對空間的混雜使用有興趣，以 70 年代在台灣大小城

鎮所設立的地區性圖書館為例，就是一個充滿混雜性的空

間，除了圖書室和視聽室之外，通常還會有傳統市場、零

售市集、里民開會討論的場所以及年節慶祝活動的聚集地

等。這些空間的使用功能及屬性看來頗具衝突性，但卻因

為某些社會脈络和文化性的因素而共同存在著。去 study the 

history of building type 對於你的 project 應該很有幫助，說不

定還可以發展出 digital typology… 

 

 

指導 

 

22 0:25:30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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