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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成果報告 

                                      日期：106年 6月 25日 

帶討論人：康才媛老師、尤家瑋助理 

核心能力：1.人文素養  2.獨立思考、批判及創新斷能力 

配合課程：中國藝術與美感 

討論人次：43 人次 

 

主題：中國藝術與美感 

—中國文字之美 

 

1.尤家瑋助理發表：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助理家瑋,中文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之一,而中國文字的造

字原則也是十分多元完整的,其中「六書」便是文字組成的邏輯,從較為簡單的象形、指

事、會意到形聲、轉注、假借等,每一個都有獨屬的意義,再來是文字書寫的樣式,端莊的

楷書,灑脫的行書,狂放的草書,還有方中帶圓的篆書,同學們你最喜歡哪種書寫方式呢？

為什麼？還有文字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學 校 名 稱 銘傳大學 

活 動 名 稱 教學助理 

所 屬 計 畫 名 稱 106卓越計劃 

活 動 日 期 106年 4月至 106年 6月 

活 動 時 間 不限 

活 動 地 點 網路 Moodle討論區 

活 動 聯 絡 人 康才媛 聯絡電話 0928-282-776 

活 動 內 容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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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歡的鳥篆文,是古代中國南方地區特有的文字樣式,細長而優雅, 

 

最早是在兩周時期越國君主所佩帶的劍上看到銘文,另外西漢青銅壺上也有鳥篆文,是一

種極其特殊的文字,結合文字與圖像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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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賴芊蓉同學回應： 

說到中國文字，相較於現在常使用的明體字與黑體字，我個人則對「小篆」情由獨鍾呢!

這種介於字畫間的造形，文字與圖像的定義尚未劃清界線，而長方纖細的字體給人秀氣

細膩的形象。 

 

而現今在一些設計上也可以看見小篆字體的應用，通常是為了傳達出傳統與現代結合的

新形象，總帶著些微的神秘色彩引人遐想，這點我覺得就和西方的哥德字體有異曲同工

之妙。 

 

2.尤家瑋助理回應： 

我覺得小篆也很美,細長又優雅,而且字體飽滿卻不會過於肥滿,濃纖合度.另外有趣的是,

中西文字除了在意義上有所不同外,形體上也有所不同,這和中西書寫工具有很大的關係,

古代中國所使用的是毛筆,但西方使用的是鵝毛筆,字體較銳利,筆劃剛折有力,而毛筆自

線條流轉順暢,飽滿,這也是中西文字形式美感上的差異～謝謝同學的分享喔～ 

 

3.葉函同學回應： 

對於我而言，看不懂草寫的字，一看三不懂，那又不想要太過端正，這樣綜合下來，我

就是喜愛「行書」，行書是目前日常運用最多的吧！ 

 

它不像草書變化太大，又不似正楷般端正，可說將楷書草率一些，就是行書。(比楷書

簡便，比草書易學易認。) 

 

行書在結構上有時楷、草互用，隨意伸縮，且起伏變化，節奏感強，把楷書 的平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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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草書的流線美集於一身。 

 

4.尤家瑋助理回應： 

草書確實不好看懂,有趣的是文字的演進方式大致是：篆書-隸書-章草-行書-今草,同學們

可以想想為什麼章草（草書）是在行書之前呢？ 

 

5.李佳芸同學回應： 

中國文字博大精深，文字的美總有一種令人說不出的美感，不同階段發展出不同字體，

六書的造字方法，也真心讓我對古人的智慧感到佩服，而書寫方式我最喜歡的就是「行

書」，行書介於楷書、草書之間，是發展最晚的字體，帶有楷書的端正，又兼有草書的

流暢，寫出來字最能夠展現出「行雲流水」的美，感覺就像個瀟灑自然風度翩翩的君子

呢!! 

 

5.尤家瑋助理回應： 

行書確實十分優美,可以把靜態的文字以動態的方式呈現,每一種字體各有特色,要從什麼

樣的角度觀察？會有什麼樣的心得？這都十分有趣,有人說寫書法可以陶冶性情,讓人不

禁好奇,行書可以給人什麼樣的影響？ 

 

6.古竹鈞同學回應： 

從小篆的時代開始到現在，隨文明發展不斷增加的新事物，以基本的象形指事字為基

礎，發展了形聲、會意的組字法，以組合方式，來細化大量的字出來，使文字記載越來

越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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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從漢代初期，書寫隸書時有時以草率地方式書寫而形成的，給人一種隨意輕鬆的感

覺 

 

文字不只賦予許多意義，也精簡細分化很多東西 

 

 7.尤家瑋助理回應： 

文字是一種媒介,和語言不太一樣,古代的語言難以保存,但古代的歷史和知識等都可以透

過文字保留下來,並且讓後人繼續傳承,這是一種理念的美感,而又因人的書寫方式而有楷

書,草書,行書等外在形式,給人不同的美感,這也是一種形式的美感喔！ 

 

8.楊侑穎同學回應： 

中國文字從古至今改變了許多，看了許多種字體我最喜歡的大概還是「行書」吧，沒有

特別的規定，能夠自由自在的在紙上表現自己的個性以及當下的心情，卻又不像草書一

樣難以閱讀、辨識，符合中庸的美感，至今人們所寫的文字也都是行書所改變的，可以

依每個人的不同寫出有特色的字是我喜歡行書的原因。 

 

9.尤家瑋助理回應： 

文字有趣的地方也在於書寫方式與習慣,同樣的文字在不同人的手中所寫出會具有不同

的感覺,這也是一種獨特性！老一輩的人常說字如其人,有時候從書寫的字體樣式可以看

出這個人的個性,所以文字不僅是一種傳達的媒介,美感的傳達,有時候也反應書寫者的內

心世界,是不是很有趣呢？謝謝你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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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吳宏信同學回應： 

中國文字的構造，一筆一畫都有每個文字的優美及態度·文字是一種藝術，具有陶冶心

性、啟迪人心的作用，亦是中華文化的精粹， 

 

幾千年來的傳承。從古自今中西各自發展了各自的字體，各具特色，也各有各自的韻味，

也許文字的美不僅止於形體的漂亮，而是做為人與人溝通的利器帶來了生活上喜悅分享

的美。 

 

 
 
 
 
 
 
 
 
 
 

1.尤家瑋助理發表： 

大家好,我是助理家瑋,說到藝術創作中流傳性最為普遍的應該就是繪畫了，因為繪畫與

書本一樣便於攜帶,所以普遍性比起其他藝術創作較高,中西繪畫因為文化、風俗民情等

許多人文因素而有不同的創作風格,總體來說,西方重寫實（眼見為憑）,中國重寫意（問

心而已）,各有特色,同學們你喜歡中國還是西方的繪畫呢？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的作

品？它為什麼吸引你呢？ 

 

我自己比較喜歡中國的文人畫,看起來雖然抽象,但隨著觀看的心境而有所不同,給人心曠

神怡的感覺,我自己很喜歡仇英的畫作,因為他的人生歷程很特別,作品構圖十分縝密,筆

主題：中國藝術與美感 

—中西繪畫之美-你喜歡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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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細膩,又擅長模仿,算是很特別的畫家。另外在相近的時間點,又有西方油畫之父的提香,

而此時正是文藝復興時期,脫離宗教掛帥的創作主題,強調人文精神,同學們覺得兩張畫作

的特色在哪裡呢？ 

 

作者與作品簡介： 

 

明代，仇英，《松溪論畫圖》，絹本設色，手卷，60×105 公分，吉林省博物館藏。 

 

仇英（約 1494 年-1552 年）字實父，號十洲。其早年嘗為漆工、畫磁匠，並為人彩繪屋

樑，後為文徵明所稱譽而知名於時。後來仇英以賣畫為生，周臣賞識他的才華，便教其

繪畫，仇英擅長臨摹宋人的畫作，幾可亂真，像是《清明上河圖》便是很著名的例子。 



8 

 

提香(Tizian,全名 Tiziano Vecellio, 公元 1477-公元 1576），《田園合奏》布面油畫 

 

約作於 1510——1511 年，105x137cm，羅浮宮博物館藏。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畫派的傑出代表畫家，生於義大利的卡多列，被譽為「西方

油畫之父」，善於運用色彩。 

 

  

2.黃圓圓同學回應： 

我喜歡仇英的松溪論畫圖。中國畫一直給我一種沉靜，穩重，拘謹的感覺，卻又帶出輕

鬆的世外韻味，好似在山裡修行的道人一般，看破一切，將整個世界納入自己袖中，用

自己的方式體會整個自然的運行。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中國畫作剛好正是清明上河圖，我還為了親眼一睹這幅經典特地去參

加了展覽。此圖最令人歎為觀止的地方就是他把人物畫的非常小，卻生動地活在紙上，

就像這個世界，大家用自己的方法活出自己，而不知道原來自己將會成為一個藝術中重

要的一環，或是在任何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種感動又像是，有天年紀大了，去看某個攝影展，忽然在其中一項作品中看到年輕時

的自己，或許是意外被拍進去，也或許是這位攝影師捕捉到那幾不可見的美，才知道原

來自己其實是有留下一點什麼的，在這一生中。 

 

3.尤家瑋助理回應： 

我也很喜歡中國畫,雖然在空間佈局以及人物.色彩.比例上不像西畫一樣精準,但是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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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傳達上卻十分悠遠,就像同學說的,不同的時候觀賞這些畫作,隨著心情的不同而有不一

樣的感受,就像蘇軾的詩詞裡提到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給人無限想像

空間～記得以前在捷運圓山站附近有一個清明上河圖的展覽,展場把清明上河圖用數位

化的方式變成可動的風景,讓人感受到當時活力充沛的市井風貌,利用科學技術讓國畫栩

栩如生的呈現在眼前,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4.尤家瑋助理回應： 

不同的畫會給人不同不同的感受,所舉的兩幅畫是時期相近的中西繪畫,中國文人山水畫

常容易給人一種滄桑之感,常說歲寒三友,勁松枯木等等,不過也有一些令人感到歡快的圖

畫,像是清明上和圖就是一例,如果同學喜歡飽滿的構圖,清代郎世寧畫的馬也是時分可愛

的～（也是因為他是西方人的關係）謝謝你的分享～ 

 

5.劉思涵同學回應： 

以往我是比較偏向中式花風的，但在這兩幅圖畫當中，我會比較喜歡西式的。之所以沒

有很喜歡這幅明代的『松溪論畫圖』的原因是，那些樹的樣子，一般人可能覺得像在舞

動，但我直覺想到「病梅館記」的「梅已曲為美，直則無姿」，有點傷感呢。而且啊，

我一向喜歡中式的花花鳥鳥萬紫千紅的樣子，沒有很愛樹呢。 

 

相對的西式這邊，我就蠻喜歡他那圓圓的線條，圓圓的樹叢、圓圓的琴、圓圓的屁屁Ｘ

Ｄ我都蠻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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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尤家瑋助理回應： 

我也喜歡中式的花鳥畫,有時候看人畫工筆畫,把動物的羽毛一筆筆的畫出,不光是寫實逼

真,更有一種縝密細膩的精神在裡面,這點與西方的畫作其實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7.陳軼陽同學回應： 

其實中西方的畫作各有各的美感，西方的畫作與西方的文化符合，崇尚自由奔放。東方

的中國水墨畫則注重與自然與人文的和諧相處。我個人其實比較東方的水墨畫，因為他

更加符合我們的生活，貼近生活的環境。然而西方的畫作太注重人物的刻畫，再我看來

可能缺乏一些環境的美感 

 

8.尤家瑋助理回應： 

曾經有人說過當相機的出現,是否衝擊西方強調寫實的繪畫,相較於這點強調寫意的中國

繪畫就沒有這樣的問題,藝術是人為創作,是要是人就有有不同的傳達方式,而觀賞者是否

能夠感受的藝術想要傳達的精神,這就是藝術之所以成為藝術的原因,外在的線條色彩等

是形式上的美感,就像人的外在一般,而畫作想傳遞的精神則像一個人的內涵,每個人觀察

的方向不同,因此產生不一樣的結果～謝謝你的分享～ 

 

9.葉函同學回應： 

我認為中西繪畫各有各的美，就這兩張來看，我個人比較喜愛 明代，仇英，《松溪論畫

圖》，感覺整體很意境，而且每個線條都非常的細膩，非常逼真，很厲害，而且欣賞的

同時，自己好像都漸漸進入整個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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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吳宏信同學回應： 

我認為中西圖畫各有各自的美，但我更為喜歡西方的圖畫就如《田園合奏》布面油畫這

幅畫，西方經過文藝時期，浪漫主義等地培養下，更勇於展現人類身體的美透過畫作呈

現人體的美，相較於中方較為保守的風格西方圖畫的風格更為吸引我。 

 

 

 

 

 

 

 

1.康才媛老師發表： 

這些建築 

 

妳覺得有美感嗎 ? 

 

大家交換交換意見 

 

圖片 1 /共 42 張 

 

http://www.msn.com/zh-tw/news/photos/%E3%80%90%E5%9C%96% 

E3%80%91%E7%BE%8E%E5%BE%97%E5%BE%88%E3%80%8C% 

E6%B7%B1%E5%A5%A7%E3%80%8D%EF%BC%9F%E4%BB%A 

主題：中國藝術與美感 

—美得很深奧嗎 ? ？？ 

http://www.msn.com/zh-tw/news/photos/%E3%80%90%E5%9C%96%25


12 

 

4%E4%BA%BA%E6%87%B7%E7%96%91%E8%87%AA%E5%B7% 

B1%E7%BE%8E%E6%84%9F%E7%9A%84%E4%B8%AD%E5%9C% 

8B%E5%BB%BA%E7%AF%89/ss-AAonUgq?fullscreen=true&ocid=AARDHP 

 

2.陳軼陽同學回應： 

以我個人的意見來看，這裡面有些建築我並不覺得美。但是，美感會因為不同個體而產

生差異。有一句俗語“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我以為或許大眾覺得他們沒有美感，但也

一定有人覺得他們是有美感的。所以換個角度來講，它們或許是少數的美麗。 

 

3.葉函同學回應： 

左邊那張只會讓我想到家，想到金門高梁酒。但我自己覺得右邊兩張圖片蠻美的，右上

那張如此巨大類似圓形的藝術品，它的美讓我瞬間覺得人只是小小的配件而已，提醒我

們這世界很大，我們需要放開眼界，慢慢去欣賞美。而右下這張是三張中最吸引我的，

看到它，耳邊似乎都聽見了鋼琴與小提琴傳來的歌曲，想必現場欣賞一定更具有魅力。 

 

4.林郁姍同學回應： 

第一張酒瓶的照片，我並不覺得它有美的地方，就是很普通的一個造型，我可能不會被

它給吸引到而想進去參觀的感覺。 

 

而右上的那一張照片，我個人對他的看法還不錯，那個圓圈，讓我有它是望遠鏡的感覺，

感覺可以從中眺望地更遠，而且附近還有一片湖想必景色會很不錯，如果照片是反過來

拍，可以看見倒映在水中的建築物，又是一番美景。 

 

最後是右下這張，一眼就可看出它是走樂器的風格，但個人覺得不雅觀，很像小提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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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鋼琴裡，而且小提琴又是做成透明的，可以看到裡面的建築結構設施還有人在做甚

麼，沒有隱私感。 

 

但我想可能還是有人看法不同，才會有這些建築的出現，所以我們也不需要排斥它，反

而可以看到或體會更多不同的審美文化。 

 

5.楊侑穎同學回應： 

裡面的建築物以我個人的美感來看，大多為稱不上可以用「美」來形容的建築物，不過

那也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也許在當地的大眾或是極少數人的眼裡，這些東西是絕美出

眾。美的定義每個人不一，若要依個人判定一樣東西美不美那世界便會變得索然無味。 

 

6.林芃菲同學回應： 

我覺得左邊的建築是有特色,但沒有美感,就只是單純地把一個東西如實的呈現.相較之

下,我覺得小提琴跟鋼琴的那個建築,不但有特色,也有美感,因為他們不僅把音樂的特性,

用建築的材質不同,把它呈現出來,這樣才有美感呀!至於右上的圓形,是一個有特色也有

美感的一個建築,畢竟要在建築上呈現這樣的圓形,已經需要很多的心思去構思,而且圓形

中間的反光材質,更能把這樣的建築展現他的美.其實我覺得,美並不深奧,但對於美的感

官察覺,每個人各有不同,我們也知道,生活周遭並"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 

 

7.陳元儀同學回應： 

我認為右下角的鋼琴、小提琴建築具有美感，感覺是利用樂器結合現代建築，展現出簡

單又具有音樂氣息的氛圍，讓人很想要身歷其境，也同時想在外面欣賞他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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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溫得瑜同學回應： 

我覺得如果是用壯觀來看這三張圖片或許更適合,不過小提琴那張的確有美的成分在,當

然每個人都有自己欣賞美的方法及直覺,而我是覺得還稱不到美,但看了會小驚訝覺得特

別的,心情也會蠻好的。 

 

9.王采葳同學回應： 

我覺得建築外觀像酒瓶的照片沒有讓我感受到太多的美，它能讓人一眼就看出他大概是

販賣什麼樣的產品，看到的瞬間讓人很有菜市場的味道的感覺，或許這也是種另類的美。 

 

而第二張圓形貫穿的建築，我覺得很有空間感，讓人覺得穿過她似乎就能穿越時空或者

去到未來的感覺 

 

再來是第三張圖，我個人覺得這建築物非常的美麗，因為是小提琴跟鋼琴，小提琴建築

還是用透明玻璃蓋成的，讓人看到的瞬間有種音樂的美感出現，腦中瞬間有小提琴跟鋼

琴的旋律，讓人覺得放鬆，所以我覺得特別美。 

 

10.黃台伶同學回應： 

左圖因為媽媽有在喝藥水的習慣～所以看到的當下很有熟悉感卻也很訝異居然真的有

人把他變成了建築！我想美感是有的吧畢竟一個品牌的包裝不可能不經設計～而且我

相信他也帶給很多人愉快的感覺！那右上的圖我覺得有種中西混合的感覺！外圈是中

國的代表色也就是磚紅色，但內圍卻是國外感的玻璃建築，但最後一張圖除了本身就有

美感的鋼琴跟大提琴外也讓我想起了很會彈鋼琴的爸爸～所以我認為這些都是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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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卻要仔細想想這些美感是從形式還是理念帶來的。 

 

11.廖俊翔同學回應： 

我的感覺中，那個酒瓶似的建築是裡面我較不喜歡的，或許設計師有他的理念或是回

憶，認為那是一個美的建築，但是我認為他只是一個放大了的酒瓶，有點大氣磅礡卻沒

有加入一些特別的元素。反而是右下角的樂器組合看似也是放大了的樂器建築，但是採

用了透明的玻璃，在各個不同的天氣下應該有不同的感覺，我認為那是很美的。 

 

12.莊韞喬同學回應： 

看過網站上的建築物，我只能說有些的確不太對我口味。美沒有一定的標準，正如帥哥

美女也是一種各花入各眼的概念。當然，有些建築物是仿製品，我認為他們不能談上「美」

的概念，因為看到他們，只會聯想到仿製品，這種偽品沒有尊重原創者。我覺得美的是

淮南的鋼琴房子，北京中央電視台總部和日出東方凱賓斯基酒店。 

 

13.楊士緯同學回應：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對美的定義應該是不太一樣的，對愛喝酒的人來說看到第一張圖一定

覺得美爆了，而討厭喝酒的人可能就不太一樣。 

 

而第二張圖對我這種不太懂藝術的人來說會無法理解他的美妙何在。而第三張圖我個人

覺得是蠻漂亮的，對有學音樂的人來說可能會覺得非常美妙。 

 

14.白又銓同學回應： 

美的定義不同，見仁見智各有所好，情人眼裡出西施的概念，向左邊很像酒瓶的東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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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喜歡 

，所以也沒甚麼美感，但右邊兩張圖就充滿了美感，像右下角那張喜歡音樂的人一定覺

得很美， 

而我個人覺得右上角比較合我的味道，壯觀然後看起來充滿美感 

 

15.黃圓圓同學回應： 

第一張照片，很明顯是一家公司，他將自己所製造的產品做成巨大的廣告，美嗎？也許

最初的心情是要他美的，但若座落於都市，是否會有些格格不入？他無法勾出我心中覺

得美的部分，但如此獨特的建築，卻仍是會讓人忍不住駐足觀賞片刻。 

 

圖二，一張空殼照片，我覺得這是美的，能看出設計者在設計時究竟花了多少心思。我

記得阿基米德這位偉大的數學家在死前便是再研究這種幾何圖形，有人說是沙畫上的，

也有人說是蝸牛的殼，而這棟建築物讓我想起這個故事，想起在歷史上，圓周率不知道

困擾那群數學家多久。 

 

第三張圖片，是一個提琴與鋼琴的樣子，這棟建築物打動到我了。身為鋼琴愛好的一員，

如果路過這棟建築，我鐵定會設法進入參觀，如此別出心裁的設計，究竟設計者是懷抱

著什麼樣的心情去設計的？希望為觀賞者帶來什麼樣的感受，著實令人玩味。 

 

16.尤家瑋助理回應： 

常有人說美的定義十分廣泛,但基本上重點是要能感動人心,第一張只能讓人知道是商業

用途,第二張無法明確感受到想傳達的主題是什麼,第三張雖然有明確的主題,設計以很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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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但只有給人形式上的美感,並無法給人深刻的感動～ 

 

17.劉瑞泉同學回應： 

我觉得上面的建筑外观是按照自己商品形态来设计的，对于个人而言不是很喜欢这样的

美感，因为开上去虽然有趣，但对于一个建筑而言这样的设计无法顺应现代美学，第一

次可能会新鲜，对于日常来上班的的人来说这样的建筑之后会变得很枯燥，没有内涵。 

 

18.柳惠齡同學回應： 

酒廠建築物雖然是以它商品的特色建構而成，但是我覺得這樣並不美觀，或許換個配

色，例如：全玻璃，會更好看。右邊兩張圖，對我來說，是個很好拍照的地方，也許是

因為他很有特色，很漂亮。 

 

19.陳偉立同學回應： 

我覺得美的定義不同，上面這幾個建築我覺得都有不一樣的美，第一張酒瓶的美在於他

建築一個實體的酒瓶在築物上，這個美式新奇與創意的美。 

 

而那個圓形狀中間有個空洞的建築我覺得是裡面最特別也最美的，從中間的空洞還可以

看到河岸風景讓我很驚艷。 

 

第三張將鋼琴與吉他當做建築物的架構，看起來不像一般的建築很有創意，如果喜愛音

樂的人可能會覺得很美。 

 

20.古竹鈞同學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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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圖片對於愛喝酒的人應該很喜歡，但外觀看起來卻不太吸引人，感受不到什麼特別

的美感 

 

右上方的圖就像是個空心的茶壺，非常的特別，湖面倒映的樣子，讓我非常想從裡面望

向外面看看 

 

右下方類似鋼琴的建築物，有種藝術的感覺，學音樂的人可能會很想參觀參觀 

 

每個人對於美的定義都不同，有的人覺得美的事物，別的人卻不覺得美，所以我認為只

要自己喜歡就好 

 

 21.張筑涵同學回應： 

我個人認為，第一張照片對我來說不能稱上美，但若進入視線會被吸引注意力。第二張

照片認為他美的程度比第一張高一些，但更多是覺得新奇，因為他不是日常生活中隨意

可見的建築物。第三張照片我認為挺美的，主要是建築物為小提琴造型的部分因為使用

應該是玻璃的材質設計，光在建築物上的折射與其後的樹木若隱若現的感覺使我覺得他

美。 

 

22.王奕翔同學回應： 

個人覺得以上的建築物皆沒有美感,僅有華麗以及壯碩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建築物的美感除了本身建築物以外,還必須與周圍的環境相符,否則就會顯得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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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蔡檍雯同學回應： 

我覺得左邊的酒瓶照片，並不美，雖然會吸引眾人目光，但只是呈現出這裡是「酒廠」

的概念。 

 

右上角類似圓筒的建築，它的內部看似像玻璃的鏡面，如果將看出去的底部堵住，有點

像萬花筒的感覺， 

 

我覺得它很美！ 

 

右下角以鋼琴與小提琴作為外觀的建築，中間小提琴造型的透明玻璃屋，讓我想到浪漫

的婚禮， 

 

拉著小提琴，搭配著鋼琴悠揚的聲音，瞬間擁有滿滿的幸福，覺得這個建築美的很甜蜜！ 

 

24.邱雅苓同學回應： 

藝術本身對我來說是很深奧，但前面幾張酒瓶和提琴的建築物，是我一看就能了解是什

麼的，就會使我會心一笑，因為很淺白、很生活化、很好親近的美，不像大多的現代藝

術，抽象的不名其中的奧妙，就會顯得有距離。 我認為那些建築都很美，建築是將藝

術現實化的工作，藝術可以天馬行空，但建築最大的宗旨是安全，在侷限的條件下，蓋

起一棟堅固又有設計感的大樓，都是一項巨作。 

 

25.李佳芸同學回應： 

我覺得都很美，設計師在設計這些建築上，一定有他的意義，融入當地特色，或是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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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裁的造型，以及浪漫唯美的素材等等，我覺得都是很美的，學會用不同於世俗的眼光

看待，美，就在我們的心中。 

 

26.楊諾同學回應： 

這些建築外貿都是生活上常見的物品，我覺得這不能說是美，而是很有特色，會吸引觀

光客的錢來朝聖的建築，雖然好看有特色，但缺點就是，會形成一股風潮，而風潮過了，

就會被遺忘． 

 

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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