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主任陳崑鋒（右2）、畢籌會總召黃冠泓（右1），與製作

﹤光嶼﹥畢展作品的學生團隊合影。（圖/陳惠玲攝影）

系主任陳崑鋒與跨領域創作團隊其中一組，以形象主視覺

「轉譯再造」創作的學生團隊合影。（圖/陳惠玲攝影）

跨領域創作之二﹤PADRE﹥學生團隊合影。（圖/陳惠玲攝

影）

﹤光嶼﹥模型展示、影片及視覺設計周邊商品陳設。（圖/陳

惠玲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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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創作令人驚艷組創作令人驚艷

朝陽科大視覺傳達設計系第26屆畢業展「轉譯再造」校內展3
月23日開跑，展覽至25日。視覺主題傳達記錄當下，編碼未
來，探索溝通傳達新可能。
視傳系畢籌會總召黃冠泓表示，此次共有127位學生參與畢業
展製作，為期三天的校內公開展是暖身活動，具挑戰性的大
展規劃在五月份有2場校外展，包括於5月19日至22日在台北
南港展覽館二館的「新一代設計展」，以及5月25日至27於高
雄展覽館南館的「放視大賞」。

　　系主任陳崑鋒表示，「第26屆畢業展是經由學生討論之
後訂出主題『轉譯再造』，蠻符合現代時代趨勢，也反映出
這個世代的思維與內心世界改變的想法，這些可能包含內在
或外在，我們希望學生們可以把現實的現狀，或者這些年聯
合國推出SDGS的概念延伸出主題。」
陳崑鋒指出，學生多少反映整個世界的變化，尤其在媒材
上，其實視傳系每年畢業展都會展現出當年份最新媒體科技
的使用狀況，因為學生會樂於將最新的東西與他們選的畢業
主題去做整合，甚至他們會嘗試去做出和以前不太一樣的類
別，將另外一面給呈現出來。」

　　他說：「轉譯再造」這個主題在視覺傳達設計領域，全
台灣有這麼多人在做，其實主題大家都很類似，但如何在相
同之中找出差異性，其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這一屆最特別
地方就是「跨領域」組，系上目前定義它為較實驗性的、多
元的，它採用多方面領域的結合，但又沒有很明確的定義方
向，但學生是在這樣的一個摸索中找到他們的創作重點。因
此在跨領域創作上並非用同一種模式進行，他們會朝向很多
不一樣的形式來呈現。
跨領域創作學生團隊之一展示形象主視覺「轉譯再造」
　　形象主視覺「轉譯再造」的學生團隊計有6位，其中由視
覺設計總監張立詳領隊，承擔整個視覺的調性，還有物品及
一些細節的溝通。談到跨領域創作，張立詳指出，此次運用
到三維物件與平面畫面的整合，以往只能在平面做思維上的
碰撞，或在製作畫面，相較以往是不同的，過程很繁複，有
很多品項需要克服，諸如回到印刷面需要調整修改或整合，
頗具困難度。

　　張立詳說明，這裡的跨領域是載體上面的整合，將三維
物件作為畫面的元素。形象主視覺「轉譯再造」主要以品牌
設計、產品包裝進行製作，展示內容有針對海報的影音媒體
短片，實體有海報、酷卡、紙膠帶、徽章、口罩等等周邊商
品。
談到在溝通整合方面也是跨領域創作的一種考驗，因為成員6
人每人都有自己的創作思維觀點，大家要走在同一路線上需
要來來回回的溝通，張立詳團隊共同表示，「轉譯再造」希
望傳達團隊的活力且不畏困難仍向前看齊。
跨領域創作學生團隊之二﹤PADRE﹥發現一段遺失的愛
　　帥氣又喜感的學生導演林詮衫，他分享長達六分鐘的動
畫短片﹤PADRE﹥作品內容，並介紹與組員王廷軒、劉璟萱、
陳惠憶等共同創造了﹤PADRE﹥動畫故事短片。PRDRE出自義
大利文，意旨父親。

　　林詮衫說，璟萱選擇位於義大利島的嵌花玻璃，作為故
事畫面背景，因為鮮豔色彩的鑲嵌玻璃花圖騰可以當作父子
之間的對比，故事講出了父親與兒子的關係，主角還有提諾
和一隻小狗，整部動畫片以全3D呈現。

林詮衫說，「我負責故事人物的建模、綁骨架，沒想到人物的製作這麼困難，光是四個角色就花費六個月時間才完
成；雖然在學校學過建模基礎課程，但還是從頭至尾再深入研究一番，四個角色都是我做的，海報裡只有三個，還有
一個隱藏的角色需要再動畫片裡才能看到。」

　　「廷軒負責場景的建模，他更厲害的是完成了衣服的模擬，這是現代的趨勢，用衣服去模仿真正的布料的感覺的
技術，對學生來講是非常困難的，所以老師們會教我們的是將衣服和人合在一個模型上，事實上於1995年《玩具總動



員》第一個出來時就用布料模擬，但我們不願意倒退、我們要進步！不是因為老師說困難我們就不做！結果廷軒完成
了這個很厲害的任務！」林詮衫強調。
林詮衫說，長達一年時間，為了製作這部動畫，團隊們鐵了心，錯過與家人過年的時光，大家廢寢忘食，甚至赴湯蹈
火也在所不惜。但也堅信當家人看到了這部動畫後會理解，甚至會以團隊所有人為驕傲。

　　林詮衫感性指出，「璟萱是故事的發想者還承擔了街景的創作，標題設計也是。還有惠憶是團隊的精神支柱，不
只是網站設計，她總是在我們需要的時候提出正確解答，以及她畫的美術概念，每一張都令人感動到流淚！很幸運有
他她們願意相信我！讓我執導一起完成這部動畫。他們也是這四年來我遇到最感動的人。」
跨領域創作學生團隊之三﹤光嶼﹥夜間戶外投影演出
　　由五位女力完成的﹤光嶼﹥製作不僅是畢業創作，也是產學合作案，學生團隊表示，創意發想來自歌劇院曲牆
「光之曲幕」投影，她們將實體位於苗栗的一家「自然圈」農場經營的懶人露營區，針對夜間投影活動設計，提出享
受露營，營造露營區氛圍的企劃與動畫製作，現場展示模型代替實體，用投影方式呈現露營區的自然與人之間透過光
影呈現意象，相當具有創意與美感。

　　﹤光嶼﹥團隊成員李珮綺說明，﹤光嶼﹥的製作是為了鼓勵遊客到「自然圈」露營區露營，為此對自然圈農場的
場地進行了實地的日夜間勘察，找出優缺點後，替自然圈規劃了一場夜間投影活動，讓住宿的遊客可以走出園地帳篷
以外的地方，欣賞夜間的景色。
李珮綺指出，「以﹤光嶼﹥的概念作為故事主軸，並以一棵樹作為主角，團隊認為人看不到意識是長什麼樣子，但是
光嶼是能夠用光顯現出意識樣貌的平行世界，所以可以看到我們的設計物、生物，和現實長得有些不一樣，因為融入
了一些光的元素，讓它們有發光的感覺，我們認為人所到之處會留下一些意識的碎片，諸如像是對地方的想念或印
象，光嶼就是這樣的概念組成的，並用光來呈現。」

　　光嶼投影一場的時間約為6分鐘，五位女力分享她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自然圈戶外露營區內自組鷹架，然後進行一
場實體的光影演出。其中一位廚師觀賞體驗後回饋分享，觀賞完光嶼後產生了廚藝的靈感，讓她們好感動！
總召黃冠泓指出，校內公開展是牛刀小試，也是暖身活動，這個展覽是系上成果的展現，也是在大展之前重要的里程
碑，藉此活動也可幫助整個團隊內部的學習，諸如與廠商、同學的問題溝通；總召的工作是從廠商、學校、同學等三
方的溝通協調與整合，如何用最好的預算達成最好的結果，或者協助一些包括突發性與機動性的問題溝通等等。最深
刻心得是「在整個過程中學到很多東西，雖然過程中有很多不順的地方，最後迎刃而解，這些磨練是我出社會之前最
好的經驗。」

　　系主任陳崑鋒表示，同學們組隊在每一件作品都非常努力製作，他們知道怎麼跟團隊溝通，這也是團隊成立的目
的，希望透過在製作過程中可以發揮在未來職場上，在對應、交際或社交方面，可以很得心應手。因此團隊在中間過
程不論發生任何困難或衝突，系上還是很堅持用這樣的方法來進行。
陳崑鋒指出，視傳系每一屆約有一成的同學會選擇升學，包括出國遊學或他校、本校就讀研究所，這其中約有三分一
的學生是想要走教職，其實想升學的學生目標早在一、二年級時目標已經明確，其他九成的同學則是積極想投入職
場，因為三年級都實習過，對職場心態是充滿信心，工作機會是百分百。
https://n.yam.com/Article/2023032486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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