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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年輕的建築系新生都來自雲端，而過去的建築畢業生都來自

大地，聽起來時代進步好像教育將會天壤之別，讓所有建築教師都感到焦

慮，好像正面對一群試管嬰兒一樣，如何教導？可是試管嬰兒也是嬰兒，

以建築專業的訓練的內容而言，建築的對象在服務人類，建築的本質離不

開環境與人互動的關係，除非我們討論的是Elon Musk想建造人生活在火

星上的建築，那可能要重新思考那種建築是什麼。今天實現建築的產業已

悄悄在進化了，更往綠色環境與社會營造方向進化，所謂「建築」教育的

影響力，加上數位時代年輕人經由網路世界，觸角探索的更廣、更無法

“專精”之下，學校所教的事，可能不如他們從網路世界吸收的多。新世

代的創意將會更靈活，應用他們在學校學得的整合方法，去參與各類可稱

為設計的事情、參與社會的各種環境營建及不斷被創造出來的產業。教育

應提醒學子更加關心全球正在發生普遍的議題，例如：Climate Change、

Social Enterprise、Future Technology⋯等，而這些事情並非過去校園編的

“教科書”那麼的經典，而是實際發生在未來學生即將面臨的環境，使他

們更切身了解世界的真實性。

以下提出3x3=9點方向與大家共勉。

一、從近日社會關心的議題談起

1.12月初數位時代雜誌舉辦了數位時代/創業小聚“Meet Taipei，創

3x3點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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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技與軟體創造驚喜並永續環境

數位時代的
建築初始教育
來自專業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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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業論壇”，“創新創業”是繼“文創”之

後，今年臺灣與全世界最夯的議題，到底這麼多

個“創”字對建築界的影響是什麼？前幾天與非

建築的友人談建築系的畢業生，因理論上建築在

學校受的是專業訓練，不像社會各界所談的開創

性的“創”業議題，因而建築師如醫師般將創業

直接稱為“開”業；友人覺得這個行業很悲哀，

一輩子只能做一件叫“建築師”的工作，不像或

許某些看似沒有“專業”的科系畢業的社會新鮮

人，剛從大學的保母教育世界離開進入社會，反

倒是路很多，他們選擇看似很多卻也很少，所謂

的“很少”其實是陳列在他眼前的傳統、穩定、

更好比前人打下的江山很少；而“很多”則是因

為資訊發達，來自全球各地創新的機會很多，激

勵社會新鮮人，不願意也不需要再世襲他們上一

代所走過的路。反觀來自建築系的社會新鮮人，

他們難道就願意世襲前人“開業”的路？他們想

像世界的能力絕對不比其他行業的差，我們稱這

個新世代叫「Neo Generation」，而大家都說新

世代的力量是改變社會的力量，45歲以上的建築

師就不再是“新銳”而是“老鈍”了。以前那

句不知誰說的「不到50歲，建築師做不出成熟作

品」，「成熟」二字可能不在新世代考慮深遠的

字典裡了。

2.上週成大建築系、台大BIM中心與台科大建

築系在台大舉辦了BIM的新世代論壇，上台論述的

15個年輕人，不全是學建築，年紀大約都在30歲

上下，分享的內容叫人大開眼界，參與者無不感

知專業使用的工具革命已大步來到；BIM是未來建

築界可以和資訊科技界站在比較相對等的平台上

新興範疇，試想著Building的每個元件都傳遞可以

被量化描述的資訊（Information），那建築進入物

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的時代也不遠了。

3.建築界將不再只有大師可以佔據舞台，12

月初Guggenheim Helsinki Design Competition揭曉，

應用有邏輯思考的設計以服務人類

未來專業需要更多的互動與整合

更多社會的參與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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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建築界每個人都在臆測6位入選者（Finalist）

到底是誰，全世界的所有建築師誰都有可能，

因為1700多位競賽者全部匿名，透過網路繳件，

任何寫得出劇本、演得出戲的建築師都有機會，

入選的作品雖只是第一階段，但看來並沒有像

Guggenheim過去找來的列位大師，那樣把建築玩

得語不驚人死不休不行。

二、談未來先從建築的初始與目標開始

1. 從古羅馬時代V i t r u v i u s的建築十書提

出建築的三個要素：堅固（Firmitatis）、適用

（Utilitatis）及美觀（Venustatis）以來，建築就

一直繞著真善美的原則來回討論，因為這些人類

永恆的價值，是目標也是根本，只要建築是為人

類、為環境、為公共的演出，真善美就永遠是設

計者心中的尺，即使是數位時代，溝通只是平

台、科技只是工具而要超越，建築缺的是內容，

內容是在有思考的邏輯下提出豐富的議題去解決

人類與環境的要求，而建築新生也可在這架構下

被啟發。

2.從國內各大學科系，各種的變革，就可以

感受到教育的焦慮，以前的建築系從歸屬于工學

院、環境學院到設計學院，聽一位建築系主任告

知，建築系屬于設計學院比屬于工學院較易吸引

高中生來就讀，台灣現在是“設計”掛帥，未來

是不錯的現象，但如果建築界帶給社會的印象是

把視覺焦點放在「設計」上，而設計的好壞難以

分辨、難以有效學習、難以與社會共享建築設計

的實質效益，大家憑感覺教學，設計課是“說”

設計，而不是“教”設計，如此之下數位工具普

遍化後，“做”設計的“工作”若交給“工具”去

執行，離開邏輯、離開建築的內涵，數位時代恐怕

令人更加行屍走肉，這朵雲將不知飄向哪裡。

3.地球氣候變遷是現今數位時代可以面對的清

楚議題，因為環境的改變可以被量化、可以被測

量，如何產生建築過程的所有數字也都是可以被

檢驗的。未來設計完成的建築交給使用者後，還

要繼續耗損多少能源、影響環境⋯等，是建築專

業應該關心的。建築產業之所以可以永續，可以

向自然界的生物學習與環境共生的策略，巧妙利

用自給自足的生活技巧，而不只是過去停留在為

抵抗重力而產生的設計方法。所以20世紀是物理

對未來材料的應用也須了解可用的工具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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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紀，而21世紀應是生物的世紀。

三、校園是培育未來新產業的容器

1.校園提供的是生活的各種體驗及跨領域的學

程，校園提供一個生活的領域，在此生活圈內學

生的想像是自由的，因為自由更可鼓勵創新、更

可包容一切新的事物及機會。學生可能提早創業

因為數位的世界是如此在發生，年輕人更加關心

環境的變化、關心世界在如火如荼討論的議題，

教育無法再把他們關在象牙塔了。鼓勵他們與所

有校園中的其他系學生廣泛交流，提供跨領域學

習的機會，學校應該面對提出各種整合的學程，

開放各系的參與，科系已不是今日上大學受教育

的重點，重點是你可以端出什麼菜，因為在數位

時代成長的新世代，他們將更加飢餓，因網路無

遠弗屆，挑起他們對知識的食慾。

2.了解目前及未來建築相關產業的改變，學

校所可提供的養分，「建築師」或目前的相關設

計的傳統產業，可能不再是建築系的未來想要做

的事，但未來面對與自己不同專業領域訓練出

來的團隊其他成員，建築系的學生的專長與團隊

協調的能力如何被培養出來，面對社會關心的議

題如氣候、土地變遷、能源、資源匱乏、經濟轉

型、老齡化社會的環境關懷，利用科技整合設

計⋯等皆是未來他們會去參與與實驗的領域，例

如一群年輕人在比利時所架構的建材交換平台

“Rotor”，讓在地的建材資源可以你丟我撿，

並利用設計的創意協助讓舊建材產生新生命，而

實現綠色革命。另外例如幾個年輕人在荷蘭專為

“食物”設計建築，解決在地供應食源，降低碳

足跡，改變城市景觀⋯等。建築系的啟蒙教育，

如何提供他們這些突變的基因，讓他們未來可以

更加去協助本地或世界各地在發生的問題。

3.社會參與是建築系無可迴避的專業訓練，這

種訓練普遍較缺乏，可能每個課程著重在學理的演

繹，較少讓同學理解學理的實踐是如何可以被應

用，而造就建築成為被人使用而遠離一般人的想

像。深入淺出是每個建築系的學生都要學習的，可

以鼓勵從校園的社會環境拓展到實質的社會環境，

設計課加入社會實踐的議題，多少讓學生透過未來

創立與建築相關的社會企業與全世界串聯，那他的

影響將是數位時代所提倡的無遠弗屆。

未來使用資源的方式將更嚴苛 未來建築使用能源的方式也是新世代要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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