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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向來都對建築與服飾方面的文化較感興趣，所以選擇方献洲主任的
『從日本傳統建築－探討日本文化』與黃韻如博士的『日本服飾與亞洲交流相
關研究－以江戶時代更紗為例	』	作為心得報告的主題。	
　　主任的講座內容從日本傳統建築簡史開始介紹。	
　　剛好這學期我也選修了日本史，對於史前時期繩文時代與彌生時代的建築
有了一些基本的認知，再透過主任的解說，加深了對這個時期建築的印象。古
代日本的建築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位於現今大阪的百舌鳥古墳群，根據資料
記載，此古墳群也是世界最大的。藉由鳥瞰圖可以看見古墳旁邊就是一般住宅
區，說明了日本社會與華人社會對生死的看法不同。相對於華人社會忌諱墳墓
在住宅區附近、對於生死話題也較敏感，日本社會較不避諱死亡、看得也比較
開，因此面對住家附近就是古墳這件事也顯得習以為常。高中的赴日教育旅行
也曾安排過參觀古墳的行程，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近古墳，是個非常特別而
難望的回憶。我非常喜歡參觀一些名勝古蹟所以由聖德太子建造的法隆寺作為
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建築是我以後到日本旅行會想規劃的景點。未來若有機會我
也想親眼目睹姬路城的風采。這座建築是在安土桃山時代完工的，位於兵庫縣
姬路市，同時擁有日本國寶與世界文化遺產的殊榮。第一次看到照片的時候就
被建築的顏色吸引，白色的牆面感覺相對少見，整體的色調與造型被成為「白
鷺城」也是名副其實。雖然講座中沒有提到但是除了姬路城我個人也滿想去看
看同一時代建造的大阪城。大阪城是我透過遊戲才知道的，因為十分感興趣也
稍微查了一下歷史資料，知道了過去曾被燒毀，也得知姬路城、名古屋城、大
阪城被譽為「三名城」。三名城中我只去過名古屋城所以希望未來可以親自看
看另外兩座城的風光。	
　　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因為推動近代化所以建築都混合了西方的風格。我非
常喜歡不同文化融合產生的結果，文化的碰撞象徵著一個全新文化的誕生。除
了兩種文化的交流，現代混合古和風這樣帶有復古感的建築裝潢我也很感興
趣。	
　　小時候在卡通漫畫中看見的日式住宅是我對日本建築最初的認知，外觀跟
台灣的透天、獨棟不太一樣，所以產生了好奇心。小時候深受卡通影響，對於
日本傳統住宅都會有既定的印象，像是室外會有個小庭院，室內也一定會有塌
塌米、起居室、壁櫥等。縁側反而在廣告中比較常看見，看著演員坐或躺在外
廊休息納涼，感覺十分愜意。到了高中有機會在日本的寄宿家庭住一個晚上，
才親眼看見這些過去只存在於電視中的場景。	
　　透過這堂課我了解到了傳統建築特色形成的原因。即便不斷吸收外來文化
但也能保留自身的特色、重視機能性所以結構簡單、裝飾簡練是為了保留整體
線條比例、強調材料本身的美感所以不作過多塗飾，這樣自然簡約成就了不一
樣的美學。	
　　黃韻如博士介紹的是江戶時代更紗。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更紗」這種布
料，以前因為畫畫會設計人物的關係，多著重於服飾的款式，很少有機會深入
探討布料的種類以及歷史發展。	
　　透過解說了解到了更紗是源自於印度，大航海時代由外國商船傳入日本。
繪染的工藝相當高明，因此可以染出顏色鮮艷、層次豐富的布料，而且還能再
多次清洗之後還不掉色，這比我想像中來得厲害。我原本以為過去的技術可能
沒有這麼發達所以常會發生染色或掉色等問題，但實際上原比我想的更加成
熟，不愧是古人的智慧。因為這次的講座對更紗產生了興趣，於是上網查了更
多的資料與照片。繪染更紗的染料種類、顏色、技法與更紗上的紋飾會根據當
地特色而有所不同，紋飾以花草樹木、人物、動物、神佛等為主。網路上照片
中的更紗在布料的質感上有著濃濃的東南亞風格但是布料上的圖騰花紋卻是日
本和風，兩種不一樣的文化結合在一起真的十分特別也非常漂亮。如果有相關
的展覽我會想去參觀，近距離欣賞如此美麗的布料而不是隔著電腦螢幕。	
　　本學期的講座每堂都很精彩，不論是文化的發展、過去的歷史、經濟的現
況，主題的多元性讓我不侷限於一個方面，學習到了看到事物需要以更多層面
的角度，真的有很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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