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_09t   受測者 C 第九堂課實地記錄資料分析                      (附錄 A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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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本週我找了一些和基地相關的資料，不過主要還是在分析

數法的結構與筆法，並且試著用 MAYA 去寫書法… 

 

 

主題 

  

2 0:01:30 

 

受測者 C： 

首先我要講一下我的基地，我搜尋了一些基地的資料，這

些是深圳市黃崗區的照片，還有空照圖。深圳河的左岸是

深圳市，右案是香港，基地就在落馬洲至黃崗的新跨界橋

下。 

深圳河堤沿岸已經開始了一連串的重新規劃與發展，因為

河本身也已經被污染得頗嚴重，因此限在正在積極整治

中，計畫在 2010 年能夠整治完畢，重現深圳河的乾淨風貌。

現在橋兩邊的通行已經是全日 24 小時開放，香港與深圳彼

此間的往返交流非常的熱絡… 

 

 

搜尋 

9c.1~
9c.6 

3 0:01:50 

 

受測者 C： 

因為毛筆本來就是軟的，毛筆運作的時候有提筆、有壓筆，

在動作之間就有空間產生在紙上。左邊這張圖是在解釋在

書寫書法的時候，會有起筆、行筆、收筆等動作，這是一

個帶峰橫跨回峰收筆的書寫方式。 

然後這個是我在 MAYA 中試著模仿這個筆劃的樣子，我把

筆劃拆解成三條線，線與線基本距離是 5 公分；因為筆劃

有輕、重，所以會有深、淺不同顏色的產生，然後筆在旋

轉或動作的時候會造成空間錯位的產生，所以會有虛的地

方以及氣脈的位置，氣脈的意思就是筆和筆相連的轉換處。 

 

 

搜尋 

9c.7~
9c.10

4 0:03:10 

 

受測者 C： 

這個筆劃是我依照書法的書寫邏輯在 MAYA 中模擬出來的

結果，接著我又繼續在 MAYA 裡面寫書法，多試了幾個基

本的筆劃… 

 

 

結果 

9c.11~
9c.13



 

5 0:04:00 

 

受測者 C： 

因為在 MAYA 當中有了筆劃的模型，所以我試著用 CAD/ 

CAM 工具把它輸出。這個實體模型也和電腦中一樣，由三

條曲線來構成它的形態，這個例子是帶勾的筆劃… 

(眾人將雷射切割模型傳著看…) 

 

 

工具 

 

 
9c.14~
9c.16

6 0:05:20 

 

受測者 C： 

我把書法發展成立體的之後，便開始去分析一些空間的基

本元素，另一方面搜尋書法的結構方式，這樣有了元件和

結構方式之後，就可以構成我要的空間，這是一個理想的

狀態。但是這個理想是根據一個完全理智的分析，然而這

樣的理性分析對於書法的神韻來說是一個互相牴觸的事

情… 

 

 

搜尋 

 

7 0:06:10 

 

老師指著受測者 B： 

要不要趕快納入我們的 hybrid… 

(眾人一陣大笑…) 

 

 

指導 

 

8 0:06:15 

 

受測者 C： 

這裡我總共分析出了四十種筆法，但是這些分析能不能保

留書法的原神？我覺得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說字在還沒被我拆解之前是一個完整的形

體，因此有一些結構性在裡面，但是我又想要拆解，讓自

抽象化一點，不要一看就像一個字… 

 

 

問題 

9c.17~
9c.18

9 0:07:10 

 

老師： 

你當然不想嘛！不然就是把那個字放大蓋起來而已！ 

 

 

 

 

 

 

指導 

 



 

10 0:07:15 

 

受測者 C： 

這樣我就覺得很 low。因為我想要做的是跟書法的神韻有關

的東西，所以我遇到了問題，就是我寫完了這些筆法，卻

不知道如何去歸納？也不敢去歸納… 

 

 

問題 

 

11 0:07:45 

 

受測者 C： 

所以我寫這些筆法，等於只是在練習，我就當做練習書法

寫了一個字… 

(眾人一陣大笑…) 

我現在想到有可能的做法就是回到字的結構本身，把字切

成三個等分，一層在地面上、兩層在地面下，然後從字的

點、線，虛體等去發展，和 program 產生關係。那因為是兩

層在地面下，所以到時候 program 也會跟著這樣發展。但是

這麼做和過程是有落差的，所以我不知道該怎麼辦。 

 

結果 

9c.19~
9c.28

12 0:08:25 

 

老師： 

你寫的這個是什麼字？ 

 

 

問題 
 

13 0:08:30 

 

受測者 C： 

就是深圳的＂圳＂這個字把它翻轉過來寫，然後再變形一

下… 

(心虛的笑…) 

 

 

 

14 0:08:40 

 

老師： 

喔…難怪看不太出來，因為看出來就會很 low 啊… 

(眾人大笑…) 

 

 

 

15 0:08:45 

 

其他同學七嘴八舌說： 

那就還是＂圳＂啊… 

 

 

 

問題 

 



 

16 0:08:50 

 

受測者 C： 

對啊，所以我就說這是我要問的問題嘛… 

(很大聲的反擊…) 

 

 

問題 

 

17 0:08:55 

 

老師： 

好啦，沒關係，反正這只是個測試嘛。 

就是假設說有人委託 C 設計一個建築系館，結果他就寫了

建築兩個字當作平面圖，那如果他沒講，也沒有人問這個

想法是從哪裡來的，大概也就算了。就是只是在他自己的

內心知道他把建築這兩個字這樣擺、那樣擺，但是你們看

不出來，這樣他就很爽！對啊，ok 啊… 

 

 

指導 

 

18 0:09:35 

 

老師： 

但是樓層分三層這件事是怎麼回事，你要不要再說明一

下？ 

 

 

問題 

 

19 0:09:40 

 

受測者 C： 

這個和我的 program 以及空間需求有關，雖然我現在這麼

做，但我覺得這並不是一個好的解決方式就是了… 

 

 

 

20 0:10:00 

 

老師： 

你現在的痛苦是在於書法有一種神韻，你希望轉成建築後

神韻還在，但是分析多了之後怕會失去書法的氣韻，因為

寫書法沒有人這樣分析的。你的痛苦有好幾層嘛！所以這

個是第一層。 

然後第二層是說，你照這樣分析出來之後，就不是一個字

了，所以就沒有了字的結構。字有字的結構、建築有建築

的結構，就像你示範的圳這個字，雖然你把它轉來轉去，

但是字的結構還是在，但是你就不知道如何把它轉換成建

築的結構了。 

“圳＂這個字的結構是一個土，然後再加上三撇，但是建

築的結構就不是這樣了，書法和建築的結構不容易 fit… 

 

 

指導 

 



 

21 0:11:20 

 

其他同學： 

你所謂字的結構是什麼意思？是筆法嗎？還是其他的？ 

 

 

問題 
 

22 0:11:25 

 

老師： 

好，沒關係，我們先來把你的問題釐清， 

第一個問題就是字分析多了怕氣韻不見，第二個問題是字

有字的結構和它的原因，但是建築又不能看起來像是一個

字，就跟一棟像鳥的房子不能做起來是一隻鳥的道理是一

樣的。 

你想要有字的結構存在，然後又不能看起來是圳，所以你

在那裡把字翻來翻去就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事實上

骨子裡還是圳，因為人家一問你這個圖是怎麼來的？結果

你只好回答說是圳翻兩番！結果更 low… 

(眾人大笑…) 

因為字不翻的話，人家至少是表現得很堅強，可是你翻來

翻去事實上只是想掩飾你心中的害怕… 

(眾人繼續大笑…) 

第二個問題我想用林懷民老師那個舞作來做例子好了，他

們的舞蹈動作好像在寫書法，但是你看得出他們在寫什麼

字嗎？看不出來嘛，因為表現的媒材已經變了，已經從筆

變成是身體的舞動。雲門舞集的創辦人林懷民老師在編製

舞作狂草的時候，將草書的形體轉化成氣勢磅礡的氣韻，

以流暢自由的舞蹈形式呈現出來；舞蹈所展現出來的流暢

動作線條雖然與草書的自由曲線不同，但只是不同藝術形

式的表達方式有異，觀者皆能同時感受其氣韻與美感… 

所以你不用去擔心字的結構，可以轉變成是建築的某種組

織方法或皮層空間，那你自己只要清楚說你是在做建築的

哪一部分就可以了，所以我覺得你不要太去在意字的結構

這個問題。 

雖然書法和建築有某些類比上的關係，但是字的結構就是

字的結構，和建築的結構並不相同，不能全然拿來套用。

例如雲門舞集林懷民老師的舞作行草一、行草二和狂草，

並不是直接把書法的外在形式用舞蹈跳出來，而是在受到

書法的啟發之後，用舞蹈把書法的氣韻表現出來；但是這

時舞蹈的氣韻就是舞蹈的氣韻，已經不是書法的氣韻了。

所以你可以把構成這些氣韻的 criteria 列出來，你的建築如

 

指導 

 



 

果都有這些特質而且是以前的人都沒做到的，那就給你鼓

掌了，急什麼。 

 

23 0:14:35 

 

老師： 

另外，從分析來是對的，讓自己很容易著手，別人也很容

易理解，了解你在想什麼，而分析多也絕對沒問題，安心

啦！只是你圖上這些框起來的部分是在框什麼？ 

 

問題 

 

24 0:15:00 

 

受測者 C： 

框起來的是同一組的意思，有一張平面圖和數個從不同角

度看的 3D 圖像… 

 

 

 

25 0:15:20 

 

老師： 

那就很容易組織了啊，從你所分析出的這四十個 element 來

 

指導  



 

看，每ㄧ個都頗有氣韻，有一種理論是說，如果最基本的

element 都很有氣韻，那麼組合出來的 combination 也必定很

有氣韻，就是很基本的 typology 和 morphology，就是先分析

到很元素，然後如果元素都有那些特質，整個東西長起來

也都會有那些特質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你有兩種做法，第一種是壓力輕的，就是

反正你現在已經知道你的 element 都是有氣韻的，也不需擔

心組合起來沒氣韻，所以就隨便拿幾個 element 起來亂組

合，然後趕緊回到你的 program 去操作，然後用 element 的，

建築空間需要哪個 element，就拿你的 element 來用，再去調

整一下，我相信還是會有氣韻的。這是第一種，你比較 不

會喜歡，但是比較 architecturally 好操作。 

第二種比較難，就是找出行書規則，然後把那些規則建構

起來，你說字有字的結構方式嘛，那麼就把那個方式敘述

一下，然後用這套組合邏輯去設計建築，而不是直接取＂

形＂。我認為這樣也有機會，而且這樣你比較不會覺得那

麼 low，而是會比較 high， 因為你試用組合邏輯在比；不

過也不可能是一比一的，沒有這種東西，因為這是字嘛，

字有字的 form 和 function，建築有建築的 form 和 function，

怎麼可能是一比一。因為一比一的話，不是它像它就是它

像它嘛，不就是要建築犧牲一點 function 或空間來長得像那

樣嗎？現存的很多建築就是這樣啊，反正就是一定要某個

形，你如果要這麼做也可以。反過來說如果是建築要建築

的機能，但是字要像建築，那就是把一幅字貼在建築上就

是了。 

所以其實你如果要求到極致，堅持要一比一，就是書法有

這樣的 element，那麼建築也要有這樣的 element；書法有這

樣的 combination，建築也要有這樣的 combination，那麼你

便是在苛求，因為這兩件事情的本質本來就是不ㄧ樣的。

所以慢慢的，也許連 element 和組合方式都會演變成不一

樣，因為這兩個原來就是不一樣的東西。因此最後他所要

的最高意境也許是一樣的，但是落入到 performance 的時候

卻是不一樣的。 

氣韻之所以可以參考來參考去，是因為林老師覺得古人的

東西是最好的、最上乘的，所以拿來參考，只是一個學習

的過程，但是最後他還是要自己去創造出舞蹈的氣韻。你

現在也是在藉由書法的氣韻來發展出你自己建築的

element、邏輯和最後的呈現，這些是你自己要去建構一套



 

東西出來的，你根本不應該跟它一樣嘛，如果要一樣，那

就給你這個字圳，然後把空間塞進去，不就一樣了嗎？但

是這不是你要的嘛。 

你就挑幾個最本質性的字來分析一下，建築的建、建築的

築等，把這些字的結構分析成文字可敘述的、圖像可操作

的，然後應用到你的 bar 的設計，當然不會是 100%，除非

你是在寫字，不然就太勉強了，勉強的感情怎麼會幸福呢！ 

(又開始開玩笑…) 

咦！好像很發人深省… 

(眾人大笑看著受測者 A…) 

＂字典＂和＂百科全書＂的不同之處在於字典提供了每一

個字的基本定義，然後讓使用者在了解之後自己去創作，

例如造詞、造句、寫文章等；而百科全書則是已經整理好

了一段完整的知識之後傳達給我們。而你的這四十個

elements 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字典，是用來幫助你去創作的

基礎。你是要做一個像書法的建築嗎？還是要做一個有氣

韻的建築？這兩者你想想看，那一個比較 high？所以你這

個內心就要叫做 low 與 high 之間… 

(眾人大笑…) 

真的，你自己想即清楚之後再做決定，如果你覺得我們的

建議是在亂你的，你還是很想去做你原本想要做的字的結

構，做半本百科全書，那樣對你來說才是 high，那你就去

做；但你也可以選擇就忘了這些什麼 element、結構、書法，

就去做有氣韻的建築，你可以自己選擇。Try and error 看看

嘛！林懷民老師也不是第一次就做狂草，他先從行草一、

再做行草二，第三個才做狂草， 因為他自己認為他的舞者

和舞蹈沒辦法一次就轉換到那種境界，所以只好一步一步

走… 

 

26 
 

0:28:00 
 

下一位… 

 

 

 

 
 
 
 
 
 



 

 
 
 
 
 
 
 
 
 
 
 
 
 
 
 
 
 
 
9c.1 
 
 

 
 
 
 
 
 
 
 
 
 
 
 
 
 
 
 
9c.2 



 

 
 
 
 
 
 
 
 
 
 
 
 
 
 
 
 
 
 
9c.3 
 
 

 
 
 
 
 
 
 
 
 
 
 
 
 
 
 
 
9c.4 



 

 
 
 
 
 
 
 
 
 
 
 
 
 
 
 
 
 
 
9c.5 
 
 
 
 
 
 
 
 
 
 
 
 
 
 
 
 
 
 
9c.6 



 

 
 

 
 
 
 
 
 
 
 
 
 
 
 
 
 
 
 
9c.7 
 
 

 
 
 
 
 
 
 
 
 
 
 
 
 
 
 
 
9c.8 



 

 
 
 
 
 
 
 
 
 
 
 
 
 
 
 
 
 
 
9c.9 
 
 
 

 
 
 
 
 
 
 
 
 
 
 
 
 
 
 
9c.10 



 

 
 

 
 
 
 
 
 
 
 
 
 
 
 
 
 
 
 
9c.11 
 
 

 
 
 
 
 
 
 
 
 
 
 
 
 
 
 
 
9c.12 



 

 
 

 
 
 
 
 
 
 
 
 
 
 
 
 
 
 
 
9c.13 
 
 

 
 
 
 
 
 
 
 
 
 
 
 
 
 
 
 
9c.14 



 

 
 

 
 
 
 
 
 
 
 
 
 
 
 
 
 
 
 
9c.15 
 

 
 
 
 
 
 
 
 
 
 
 
 
 
 
 
 
 
9c.16 



 

 
 
 
 
 
 
 
 
 
 
 
 
 
 
 
 
 
 
9c.17 
 
 
 

 
 
 
 
 
 
 
 
 
 
 
 
 
 
 
9c.18 



 

 
 
 
 
 
 
 
 
 
 
 
 
 
 
 
 
 
 
9c.19 

 
 
 
 
 
 
 
 
 
 
 
 
 
 
 
 
 
 
9c.20 



 

 
 
 
 
 
 
 
 
 
 
 
 
 
 
 
 
 
 
9c.21 
 

 
 
 
 
 
 
 
 
 
 
 
 
 
 
 
 
 
9c.22 



 

 
 

 
 
 
 
 
 
 
 
 
 
 
 
 
 
 
 
9c.23 

 
 
 
 
 
 
 
 
 
 
 
 
 
 
 
 
 
 
9c.24 



 

 
 

 
 
 
 
 
 
 
 
 
 
 
 
 
 
 
 
9c.25 
 

 
 
 
 
 
 
 
 
 
 
 
 
 
 
 
 
 
9c.26 



 

 
 

 
 
 
 
 
 
 
 
 
 
 
 
 
 
 
 
9c.27 

 
 
 
 
 
 
 
 
 
 
 
 
 
 
 
 
 
 
9c.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