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陽科大景都系主任林基源與系上師長，共同為學生第20屆

畢業展舉行開幕儀式。（圖/陳惠玲攝影）

學生邱楡捷、王昱晴分享〈香蕈似憶 – 六級化小鎮生活

圈〉作品（圖/陳惠玲攝影）

學生吳昭儒、許堯棋分享〈潺青步履‧在水那方-透過河川營

造都市減壓新生活〉作品（圖/陳惠玲攝影）

2022-05-24   新浪新聞

朝陽科大景都系第20屆畢業展「線線．生機」探索創造空朝陽科大景都系第20屆畢業展「線線．生機」探索創造空
間的想像間的想像

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系第20屆畢業展登場！「今年
畢業展主題『線線‧生機』，強調是勾勒和塑造空間的想
像，線的軌跡是創造和構思新形態的思維，人們追尋夢想前
行，『線線．生機』是找尋目標的作品以及對空間的詮釋，
做成新的形態使我們重新探索與創造。」景都系主任林基源
指出，自今（5/24）日起至6月1日，為期九天於校內設計大
樓一樓展出26組，二樓215教室展出11組，共計37組作品。

林基源主任指出，年度主題「城山．山城」，藉由探訪都市
山林及鄉村空間地形的複雜，其中關懷日常生活的在地環境
議題，發覺城山山城的人文底蘊涵養，重新反思當前急速擴
張的都市化效應，尋求環境保育與土地利用的平衡點，作為
台中市未來區域性發展略，以此塑造北屯、大坑及新社地區
的獨特風貌與無限可能，議題涵蓋四大面向：自然生態、人
文環境、創生基地、都市議題；該系整合景觀與都市設計系
二大領域課程，以實質環境之規劃與設計為主軸，結合設
計、資訊與實作技能等領域，培養實務工作經驗。

林主任並以〈線線〉一首詩作獻給在場學生，同時感謝景都
系教師團隊！常常忘了下課，也忘了吃飯，犧牲奉獻的精
神，致力打造數位時代具國際移動力的景觀與都市設計的平
台，讓學生成為未來人文地景的雕刻師與城市美化的創造
者。他還讚美同學們四年來的努力，畢業成果展作品的呈
現，令人驚艷！

景都系學生畢業展作品分享
學生邱楡捷、王昱晴分享〈香蕈似憶 – 六級化小鎮生活
圈〉作品。

二人共同指出，台中市新社區是香菇生產地之一，具有產業
文化特色，經實地探訪發現香菇的太空包因為蕈種退化及氣
候暖化影響，太空包的單包從320顆剩下220顆，加上人口老
化有缺工危機，以及休閒農長的性質相似以致客源不均勻等
因素。為此，將新社這座台中後花園為計畫發展軸心，由於
觀光面相過於單一，以生態環境、宜居環境為目標願景，計
畫應配合各鄉村不同的發展屬性，檢討納入城鄉發展或都市
計畫區，鼓勵當地產業轉型，提升觀光新面向。

邱楡捷、王昱晴表示，該計畫設定為城市觀光多元化，以協
中街為主軸，從地方來研究六級化產業升級可行性，期望翻
轉舊時期以產銷為重的一貫思維，透過開放性與產業轉型，
來將當地文化蔓延在其不同休閒產業中，並探討如何以面狀
規劃來讓區域提升並達到觀光小鎮新風貌。

學生吳昭儒、許堯棋以臺中市大里區，針對旱溪排水、環境
心理、都市文明病、療癒減壓、都市水岸提出解釋與實地探
訪，共同完成的〈潺青步履‧在水那方-透過河川營造都市減
壓新生活〉作品，針對在大里人口稠密的城市中，雖然都市
為大家嚮往的所在，但人們生活在科技化、工業化城市的環
境中，面對競爭力、文化差異、社會規範等相較於鄉村地區
來的繁瑣，居住在現代化城市的人們心裡是否造成壓力與文
明病呢?

為此，提出透過環境氛圍營造紓壓，讓生活與環境互動提供
天然學習場域，以及在地居民參與融合地方特色文化，並且

兼顧河流生態環境品質之維護，使人與環境兩者間能夠達到互惠之目標，創造屬於調劑心靈的最佳空間。吳昭儒、許
堯棋表示，現代的都市生活與河川的關係雖然不像早期依賴河川機能，但以另外的層面則依賴自然生態空間休憩。

設計學院院長歐聖榮指出，景都系展覽成果中有許多優秀的作品，諸如以人民廟宇信仰追溯於地方歷史的「Poonkan那
條溪－北港宗教文化周邊空間延展計畫」、「Estuary Path – 淡水文化場域予近水空間整合計劃」、「翻轉永和 –
新世紀花園城市」等等，皆透過深入的基地分析和使用者需求探討，從整體規劃到設計方案形成，學生充分展現出可
行性的規劃設計和圖說能力。



學生陳怡捷、白以莉以「Poonkan那條溪－北港宗教文化周邊空間延展計畫」作品，獲得景都系優評代表第八屆景觀新
秀展評圖。二人共同表示，內容深入探討傳統文化和地方發展的衝突與碰撞過程中，並利用宗教觀光遊程規劃創造出
走讀雲林縣北港小鎮這本饒富地方韻味的空間故事書，主要講述北港溪河岸過去所孕育而成的故事。

「北港溪河岸逐漸發展成宗教觀光產業，我們的設計主軸希望宗教觀光回歸到北港溪這個地帶形成永續發展的狀態。
」陳怡捷、白以莉表示，不只是觀賞廟宇建築，因為單一的宗教觀光造成空間乘載量的超載，希望透過街區的視覺和
動線，引導民眾往河岸周邊去體驗北港溪過去的產業與文化。

學生劉永祺、李旻蓉〈翻轉永和-新世紀花園城市〉作品入圍第十七屆全國規劃系所實習聯展規劃獎複賽。二人共同表
示，全臺灣最擁擠的城市－永和，曾在1955年公告永和都市計畫中，以「花園都市」理論作為藍本，規劃了7座大公園
分布於永和及部分中和地區，綠地面積佔全永和約九分之一。但伴隨著都市迅速發展，如今公園綠地面積佔全永和不
到5%。為此，以新北市永和區作為基地，挑戰霍華德提出的花園城市理論作為藍本，重塑永和區的自然生態和宜居友
善為發展目標，導入土地使用分層化及立體城市概念以顛覆都市既定印象，創造新世代的花園城市。

劉永祺、李旻蓉指出，研究發現永和具有生態上的潛能，進而將宜居友善的生態城市做為發展目標，並假設未來的建
築形式，導入土地使用分層化及立體城市概念，從開放空間綠化、垂直綠化、空中綠化，最終滿足物種、人類、環境
三者的新世紀花園城市；翻轉成人均綠化9平方公尺以上的花園城市，如何在有限的空間中創造無限的綠地是該計劃最
大的價值。

學生王昱明、楊益誠以〈Estuary path—淡水文化場域與近水空間整合計畫〉作品，入圍2022 年全國技專校院 學生
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決選。二人共同表示，該計畫以新北淡水的歷史文本及水岸景觀元素為切入點，解構城鎮
海岸帶中不同區段的屬性特色，海洋、文史與城鎮牽引下的海洋城邦核心區域。

二人進一步說明，當深入走訪社區與當地人文景觀時，發現紅毛城古蹟及周圍歷史建築群的國際世界遺產潛力點，有
國際建築大師操刀淡江大橋設計案改善結合與創新的兩岸，也有以當地文化海景為特色的水岸觀光生活圈，為此，畢
業設計作品以淡水河出海口沿岸帶狀空間切入，試圖了解城鎮海岸帶中不同區段的屬性特色與之衝擊融合，以水岸文
化景觀等元素為首切入，思考西北-漁人碼頭區段至東南-老街捷運站點區段，輕軌系統為首，尋找連接文化線與水岸
景觀線的重點區域進行往後策略方向規劃。希望以自然景觀結合濃厚地區文化的勾勒，讓整條水岸地帶的美感能以不
同的姿容呈現。

學生鍾嘉芸、謝旻原共同指出，畢業作品〈蘊藏．重塑 —左營合群及建業新村生活博物館〉的基地是在高雄市左營
區，透過實地探訪，它是日治時期留存至今的左營軍港，與國民政府來台時的眷村型態不太一樣，影響了左營聚落半
世紀以來的發展，也成為全台最大的海軍眷落，空間場域堆疊許多時期的常民生活紋理，是一座小型城市的縮影。隨
著時間的推移，舊眷村部落只剩下僅有的三個聚落，在過去居民的講述下，賦予了一層濃厚的記憶跟故事，是過去兒
時的青春過往，也是追溯高雄發展起點的重要紀錄。

二人共同表示，該計畫重點探討眷村文化沒落、城市生活需求、觀光遊憩導入的共存，在眷村同質性過高且建築量體
完整度較大的聚落中，如何運用歷史紋理及文化背景重新轉化，在文化景觀保存計畫限制下融合產出地方特質，使眷
村精神保存但場所是被打開的。

校長鄭道明表示，朝陽用心致力於優秀的景觀及都市設計人才的養成，接軌全球跨域設計的趨勢，以多元化教學模式
激盪學子們的創意思維，逐年推陳出新以展現符合時代變化的不同趨勢作品，讓即將畢業的學生擁有即學即用的最佳
即戰力，以便順利獲得企業界「預約就業」的機率也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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