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印良品公司曾出版一本專書「家，如何打造一個舒適的家」，這是

在日本旅行時，書店陳列了這本好書，我因好奇先買了日文版，回到台北

不久便看到中文版於無印良品櫃台陳列，高興的再買一本解決先前日文看

不懂的困境。書中提醒讀者，每個家的空間都會有一種重要的元素，「每

個家的要素不盡相同，譬如桌子，吃飯、做家事、甚至寫作業都在這張桌

子進行，桌子儼然成為居家生活的要素，只要用心決定要素的位置，便能

打造沉穩舒適的生活。」這本書論述了桌子、電視、光、庭園與浴室，五

個我們容易忽略的居家生活要素，當然這是以日本人的生活面為主，但深

入閱讀確有許多啟發。

如中村好文建築師論及「象徵家族的家俱就是多功能的工作桌，一個

不管用餐，做家事還是工作，都能包辦的特別家俱。」因此他設計室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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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主要焦點，就在於這大桌子與周圍空間的親

密連結關係，這樣的思維就自然取消了傳統一定

要有沙發組配置的客廳面貌。我在台南毛森江先

生於安平設計的毛屋民宿，即有深刻的體驗和印

證，進入屋內，我的家人都被他規劃的長桌吸引，

自然的坐下來，喝茶聊天和閱讀書籍，享受傢俱

和空間光影交織的優質氛圍，沒有人抱怨缺少沙

發，公共空間的舒適自在成為美好的記憶。這也

是在設計課常叮嚀學生的重點，設計空間、配置

家俱要深入觀察再設定業主生活，不要先入為主

不加思考的，著急進入空間美學的操作，室內空

間配置了約定俗成的家俱，犧牲生活的本質，產

生設計成果都似曾相識的困惑。

最近我在 7-11買的雜誌—SENSE第 39期封

面標題“生活感，設計旅宿”介紹台灣近期幾個

特色旅館和民宿，生活感成為旅館民宿的設計美

學趨式，分享葉怡蘭小姐於生活感旅宿的看法，

她指出 “旅宿，就像住進夢想的家中，在裡面生

活著，睡醒了，煮早餐，坐臥在臨海的窗邊看一

整天的書，入睡前前在壁邊喝一杯酒，感受日落，

是享受旅宿最好的方式。” 她的文字書寫，以生

活美學的主張串聯空間美學的體驗，具體描述心

中的舒適空間與生活體感 ,， “好旅宿舍的代表意

義，是脫離自己正常生活的空間，在這空間可以

非常盡情徜徉其中，像是在家外之家。”與室內

設計系高年級同學的設計互動，我們期待同學能

嘗試從室內空間感的規劃，提昇到室內生活感的

整合，協助他們積極累積室內生活感的設計自信，

建立室內設計教育回歸生活面學用合一的目標。

我於民國七十年淡江建築系畢業，服兵役結

束回母校擔任助教，我的畢業設計指導老師王秋

華建築師，推薦我去美國讀室內設計研究所，當

年周圍朋友都去念建築研究所，只有我去了陌生

的室內設計領域，說陌生也不全然，由建築延伸

到室內空間，理智上大家都認同應是一家人，但

是深入其間卻是兄弟各自登山，各有不同的專業

設計議題。印象最深刻的是照明設計，從燈具認

識，照明平面規劃到照明美學，都是引人入勝的

設計新面向。

返台後曾在實踐四年，現在中原擔任室內設

計教職二十多年；台灣室內設計教育起源於中原

室內設計系的成立，整體設計課程規劃仿照建築

系課程的教學架構，以小組教學為原則，整體重

視室內空間的啟蒙，強調立體空間的模型訓練，

學生雖抱怨很辛苦，卻是紮實的培育室內空間設

計的競爭力，這也是之後各校陸續成立室內設計

系，參考中原室內設計教學的模式，也紛紛重視

空間模型製作的評圖標準，這項優質傳承，也奠

定台灣室內設計的專業表現。而活潑優秀的設計

兼任師資，亦為台灣室內設計教學的特色，許多

自國內外學成的青年設計人才，有機會任教於許

多新成立的室內設計系所，帶入活力，啟發了許

多學生的設計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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