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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梓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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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年級

            



計畫內容

        關於環境永續的全球性議題，思考著⼈類與⾃
然的共存⽅式，如何透過藝術去做出回應與改變，
或是透過作品延續⾃然永續之美，將藝術應⽤至永
續發展的領域，以促進我們和⾃然世界的關係。⽽
關於在藝術的創作上，我們是否能夠與⾃然環境做
更深的連結，以更友善環境的⽅式和態度做藝術的
發想和創作，讓藝術成為永續未來的守護者。

        ⽽我希望這趟旅⾏會有不同層⾯的探索，除了
漫遊沈靜在⼤⾃然環境中，開啟⼼靈與⾃然的對話
和交流，從⾃然界中觀察⾃然秩序之美作為創作靈
感外，也參與體驗以永續發展為⽬標的產業圈，並
觀察藝術與環境永續有更直接連結的⽅式，以達到
⽤藝術和創意去呈現、回應以及守護⼤⾃然。



計畫⽇程紀要

        環境議題始終是持續延燒的話題，但這把⽕燒著燒著也會使⼈麻痺⽽忽視掉其中的重要性，因此在這麼
多環境主題的展覽中，在這次⾃然科學博物館所舉辦的⾃然變調展覽仍然非常打動我，從中收穫和啟發了許
多對環境的想法。從展覽路線上，先是介紹了⾃然界中的⽣物經長期演化發展下所產⽣的秩序之美，以及動
物的顏⾊造型上與環境之間隱藏的⽣存適應功能。到了展場中間部分再去講述⼈類發展⽂明的過程對環境與
⽣物的衝擊與傷害，在劇烈變化之下對於⼤⾃然界各⽅⾯產⽣的變調與失調。在最後⼀部分便是以⼀個餐桌
的形式來警惕⼈類環境的變調也將隨之影響⼈類原有的⽣活，在餐桌上擺設著變調的食物，以所謂的⾃食惡
果做結尾，提醒我們需要正視這個現實問題。

7/14(二)、7/15(三)



計畫⽇程紀要

         喜歡湖勝過其他，被環山包圍著，平靜⽽安穩的氣息飄盪著。避開觀光區的⼈潮在湖邊⾛⾛，
⼆⼗度的氣溫宜⼈，下了點⼩⾬，厚重的雲層遮擋了陽光，湖⾯倒影豐富了⽔中的⾊彩，⼀切安好，
與⾃然最親近的對話。

7/16(四)



計畫⽇程紀要

         早在今年初就發現這個地點，在烏山頭⽔庫的某⼀處，⽽當初是意外發現這裡的，騎著⾞⾏經在崎
嶇⼩路裡，穿越民宅住⼾及果園之後的⼀處桃花源，這裡的景⾊與居民給我印象特別深，⽽這些印象畫⾯
沒有⽤相機紀錄是因為我不想以⼀個太過觀光客的身份接近打擾他們，我靜靜觀察他們整理漁網、採收⽔
果以及為養家畜的過程，在平凡之中看⾒不平凡，我知道他們才是與⾃然最親近的⼈們。

7/18(六)



計畫⽇程紀要 7/19(日)

         來過很多次屏東，因為離家近，跟家鄉的氣息
也很相像，但這裡味道更存粹，每次來都會被這裡的
⼈事物提醒些什麼，尤其從台北回來，看著他們單純
踏實的⽣活便會意識到⾃⼰背負和裝袋太多包袱和壓
⼒。離開家太久總是讓⽣活的步伐變快、思想過於複
雜，因此每回來⼀次都是在重新尋找⾃⼰，從他身上
再次提醒⾃⼰⽣活是什麼樣⼦。 



計畫⽇程紀要
        設計展設計利⽤加減乘除引領觀看者了解設計本質，是個很好的教學性展
覽，有系統的介紹和舉例，並利⽤杯⼦產品作為產品發想，將設計這⾨學問頗
析的透徹卻不複雜，強調設計是非常貼近⽇常環境空間的概念，透過「觀看」、
「發想」、「創造」來解析問題。

        當代消費體驗展覽讓我最喜歡的部份是主題與觀眾的互動性連結，
讓展覽不只是觀看，⽽是深入理解當代消費樣貌的主題外也了解⾃⼰的購
物觀念，其中購物⼼理測驗的互動環節能分析觀眾是屬於哪⼀類型的購物
觀，⾛完展區後能意外的比起了解主題更了解⾃⼰。

7/20(一)、7/21(二)



計畫⽇程紀要

        7/22，我來到了樹⽕紀念紙博物館，參觀並體驗了他們⼯作坊
的造紙活動，當初選擇來到這裡做學習體驗是因在我的主題「永續
藝術探索」這塊能看⾒他們在產業中發揮的精神，他們將樹⽪腐草
轉化為紙，驗證物質不滅、精神不死的希望。⼯作坊的體驗內容有
分不同⾃然素材的體驗，⽽我選擇了花草素材進⾏⼿⼯紙的製作，
在前半部分是先撈取紙漿，均勻地附著在抄紙簾上，⽤吸⽔紙吸乾
多餘的⽔分，⽽後半部分的烘乾過程因⾼溫危險就沒有讓我們親⾃
體驗，僅在外圍觀看，但整體過程能感受到親⾃製作⼿⼯紙的溫度
與趣味，能感受到再⽣的⼒量。

7/22(三）



計畫⽇程紀要

        出發探索新北⾦瓜⽯這⼀帶的無⽿茶壺山，先是從瑞芳⾞站搭
公⾞前往⿈⾦博物館，下⾞後開始徒步前往登山⼜，⼀路上的⾏徑
頗為驚險有趣，穿越過不少座落在山上的當地住⼾⼈家，路徑宅⼩，
遇到不少住⼾在家⾨⼜做家務事，經過時難免造成打擾，但當地⼈
家親切地和我打招呼並讓路給我過，到達登山⼜時⼤約是下午兩點
左右。
        幾年前，爬山帶給我最⼤的感受是成就感，當我雙腳站⽴在萬
物之上時彷彿我征服了⼀切，包含內在的恐懼，然⽽這次的感受不
太ㄧ樣，更多的是與萬物共存的親切感。

7/23(四)、7/24(五)



計畫⽇程紀要

          7/25，在關渡兩年的時間裡，從沒想過要⾛進去關渡
⾃然公園，但因前陣⼦聆聽了館員內部介紹，了解他們所
執⾏的計畫內容，因此有了興趣深入了解，⽽雖然現在還
不是他們藝術季的時間，但仍然還是有少部分的藝術裝置
在園區內，⽽所採⽤的材料也多是⾃然素材。園區內頗為
濕熱，空間也不算太⼤，⼤約只停留⼀⼩時的時間。有點
可惜在於沒有觀看到太多保育⽣物，僅觀看到園區裡六頭
⽔⽜其中的兩頭，⽽⿂類、⿃類、蟹類都躲藏起來，又因
裡頭的⽔不怎麼流動有些味道，整體有些死氣沈沈的氛圍，
但儘管如此，還是能從館內的環境⽣態介紹學習到東西。

7/25(六)



計畫⽇程紀要

          7/26，第⼀次進衛武營看戲。

7/26(日)



計畫⽇程紀要

         合歡山的⽇出，雖然在北藝⼤已經有過無數次看⽇出的經驗，但必須說作為⼀天的開始和結尾還是非常不⼀樣的。

7/27(一)、7/28(二)



體驗⼼得

       開啟這段旅程是由於觀察⽣生活周遭的景象，⼀一直以來來在藝術創作領域裡更更多的是消耗與浪費⾃自然資源，⽽而不是讓藝術作

品延續⾃自然永續之美，在取之於⾃自然資源⽤用之於完成⾃自⼰己的藝術成就的⾏行行為更更快加速了了環境資源的消耗，因此若若是能夠做些

創作媒材上的改變，使⽤用再⽣生資源或是⾃自然素材作，並透過作品為環境議題發聲，讓藝術與⼤大⾃自然做更更深的連結，那會是⼀一

個與⾃自然界美好的共識，因此我希望這趟旅程是深入探索的過程，不只是觀察學習，更更多需要沈沈澱下⼼心來來與⼤大⾃自然對話。


        永續藝術探索作為這趟旅程的主題更更多希望的是開啟⼼心靈上與⾃自然的連結，從中對話認識與感受。然⽽而原先的計劃裡

隨著各種因素帶來來了了不少變化，最初的計畫是希望能夠在台灣本島完整環遊⼀一圈，但由於報復性旅遊的⼈人潮，經過慎重考慮

認為這會是影響體驗學習品質的其中因素，因此取消了了去東部參參與東海海岸⼤大地藝術節的念念頭，把時間留留在⻄西半部來來回體驗學

習。另外也因為旅⾏行行開始的前幾天由於炎熱⾼高溫的天氣中暑了了兩兩次，也隨之更更改了了後續的⾏行行程，然⽽而這趟旅程造成改變的最

⼤大因素還是⾃自⼰己的⼼心理理狀狀態，旅⾏行行的過程就是不斷發現，從中有所啟發，隨之想法有所不同，最後影響後續的計劃，因此我

相信所有旅程都會發⽣生變化，最起碼在⼼心底層會有所碰撞，若若沒有任何事物改變那我想那會是沒有任何火花的⼀一趟⾏行行程表。

⽽而這些變化雖然奪走⼀一些機會，但同樣會得到新的機會，這些體悟是旅程中最⼤大的感悟和感謝。⽽而這趟⼗十五天體驗學習除了了

深入⾃自然界中探索對話之外，也在相關議題的展覽上做學習，以及在產業圈的⼯工作坊中看⾒見見資源永續的精神。




       絕⼤大多數時間是走訪進入⼤大⾃自然探索的⾏行行程，登上了了⾼高⼭山也環繞了了湖泊，不同的⾃自然體驗帶來來了了不同感受的⼼心靈滋養。

湖泊對我始終是著迷的，它不像⼤大海海那樣的驚濤駭浪，它清澈平靜地映在眼前，微風的吹動泛著微微碧波，倒映環⼭山的形

狀狀與⾊色澤在⽔水中，那是⼀一幅著迷的畫作，使⾝身⼼心靈獲得溫柔的慰藉。另外烏⼭山頭⽔水庫的某⼀一處景點是先前意外發現的，看

過後就忘不了了那裡的美麗，再度來來訪時我深入探索那⼀一帶的居⺠民活動，觀察到的居⺠民不多，⼤大約只有四五位長者，也能清

楚得知他們是果農和漁夫的⾝身份，⽽而⾏行行走在那⼀一區域很難不穿越住⼾戶⺠民宅與私⼈人果園，路路徑狹⼩小崎嶇，在往下深入⽔水庫的

斜坡路路途坎坷難⾏行行，遇到剛上岸的老先⽣生要我⼩小⼼心步伐並提醒⽔水深危險，然⽽而剛提醒完後就在那裡發⽣生了了⼀一場意外，踩到

未乾的爛泥巴重摔在地⼜又往下滑⾏行行⼀一兩兩公尺只差沒掉進⽔水庫裡，導致右⼿手肘擦傷流⾎血，⽽而當時第⼀一反應竟然是看著左⼿手拿

著的相機慶幸它平安無事，然⽽而後續並未及時處理理傷⼝口，以⾄至於隔天到診所報到並挨了了⼀一針，這也讓我學習體悟到即時處

理理傷⼝口以及旅平險的重要性。最後這趟旅程也爬了了兩兩座⾼高⼭山，⼀一次是在炎熱的氣溫下爬⾏行行無耳茶茶壺⼭山，另⼀一次則是在攝⽒氏

七度的低溫下登上合歡⼭山，兩兩次體驗很不同，但都同樣帶給我深刻的回憶與感動，每⼀一次成就都帶來來重新的⼒力力量量。 

       ⽽而在觀看幾次展覽之中，印象最深的還是在⾃自然科學博物館的⾃自然變調，從⾃自然界的⽣生物裡體觀察那些演化下來來的秩序

美感，在植物的碎形結構、螺類的黃⾦金金比例例⽣生長螺線、動物鱗片重複排列列的秩序構造以及⽣生物體在胚胎發育就產⽣生的對稱

平衡美感，從⽣生物體的外型構造形體來來看，在⾃自然界的潛移默化之中建立了了⼈人類美感。⽽而在松菸看的兩兩個展覽也啟發了了我

在設計專業上的想法，其中在設計展設計裡讓我得出設計並不是⼀一⾨門深奧的學問，它是解決問題的⽅方式，⽽而另外當代購物

體驗製造機的展覽也讓我體悟到展覽可以做到不只是觀看的展覽，其中的⼼心理理測驗互動環節是⼀一個能夠從中認識⾃自我的回

饋。   


       最後在樹火紀念念紙博物館中的造紙⼯工作坊中，親⼿手體驗將樹⽪皮腐草轉化為紙的過程，能強烈感受環境永續的精神，以及

親⼿手傳承希望種⼦子的喜悅。在博物館隔壁⼀一間售紙商店中，牆上擺設著⽤用不同⾃自然素材製成的紙，季節紙的製造對環境友

善，也激發不少創意，讓⼈人類與⼤大⾃自然有更更緊密的連結。這裡讓我真正看到⾃自然與藝術間和平美好的共存⽅方式，從⾃自然素

材中成就藝術，從藝術裡延續⾃自然永續之美。


        這趟旅程是探索⼤大⾃自然、探索藝術以及探索⾃自我的過程，也是跟不同⼈人事物對話的過程，謝謝體驗學習的機會，讓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