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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不相信

沒有種子的地方

會有植物冒出來；

但是，我對種子懷有大信心。

若能讓我相信你有一粒種子，

我就期待奇蹟的展現。

──亨利．梭羅

西元1999年9月21日發生台灣近五十年來最大規模的

地震，眼看大地震重挫南投縣，造成重大的傷亡與損失。

人類雖無力阻止天災所回收的生命消逝，但也慶賀自然所

再給予的新生。這不禁讓我們重新審視自然與人類共存、

消長的機制，更關注地球所賦予我們生命、生態的規則，

而這樣子的體悟促使吾人於構思籽紙／Seeds paper（專

利案號：097208003）創作想法的誕生。

工業、設計、環保和一些相關領域人士經常提及產

品的「生命周期」，儘管很少有產品是真正地擁有生命，

但是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將「生命力」（和我們的

「死亡」)的概念引申到產品上1。而於2007年我所發表

的籽紙／Seeds paper 創作，便早已是以行動來實行產品

「生命周期」的概念；以一張利用「再生」與「種子新

生」的觀點所產生具環保意義的紙。以再生紙材為原料，

運用傳統的手工製紙方法，特別在製造過程中加入種籽，

讓種籽與紙融合製成新紙。其可被用於書信往來，增加人

與人之間感情的交流；也可以直接用於園藝栽種；甚至這

張籽紙成了廢紙被丟棄後，其中的種籽自身仍具有發芽成

長的生命力。此創作設計徹底執行了「取之於自然，回歸

於自然」的理念，並且試圖在產品「出生」之前，即便全

盤考量它「壽終正寢」之後，整個產品的生命周期，進而

降低對自然環境的負擔，秉持設計師對「綠色設計」的堅

持。

藉由過去經驗的消化，希望促使設計與在地工藝的

發展可能性，延伸出一個新的社會、文化與環境對話方

式。主要是從產品的情感、設計、材質層面為出發點，將

個人過去十多年來在消費性電子產品量產與規格化的工作

經驗中，融合台灣在地傳統工藝的技法和精神，佐以人們

的情感記憶、經驗來發酵，並以創作、展演的方式導入教

學應用，試圖串起不同產業間垂直、水平，交錯結合之發

展可行性，並延伸出價值設計法則觀點： Re+。

希望藉由“Re+”研究動機和方法，創作時更能以注

重溫潤的手感材料、嚴謹的設計態度、理性與感性的平

衡，創造促發對生命的態度、精神層面的提升，啟發人們

對生活及環境保護產生新的關切點來強化設計的內涵和張

力。並藉以提出具原創性、文化性、產業應用性之創作，

來呈現現代設計與多面向產業結構於技術性上，以及傳統

工藝於藝術性上所能激發交織出的綠色設計可能性。

由於籽紙概念的不斷發展和擴張，由原本只是一張

只有表面二次元的薄紙，經過黏合或壓摺而被賦予生氣，

紙得到生命，馬上變成了具有存在感的立體物質。薄紙從

二次元-->三次元，產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在這過程中。

最有趣的莫過於各種階段的嘗試和實驗，以不同的階段

的技術層面來切入：分解（碎紙）、重組（種子＋再生

紙）、二次元物質（單一籽紙）、三次元立體（蜂巢結

構、折曲空間）進而產生出一系列創作作品，再以不同文

化層面和產業應用性，來加深其創作作品之深度和廣度。

而藉由所闡述的Re+（Re-plus）設計創作法包含新

思維、新態度、新設定、新氣象、新文化、新用法、新觀

點、新材料、新工藝、新造型、新結構、新風格，是以

Re thinking 為觸發媒介，來引導出Re form、Re fine、Re 

design三個不同的面向來啟發具覺醒力，做跨界發散綠色

設計可能性之延展詮釋並創造產業新契機，重點希望能藉

由設計來加強對環境人類的保護和維持。以下並試舉3件

以紙為材料的創作作品為例。 

生命循環的永續意識
文、圖／林曉瑛（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以 Re design 的設計思維增加產品的生命週期延續性並加入新科技的技術應用

紙跡，紫跡／Paper path , Purple ink

／功能：以體溫變色的椅子

／材質：手工再生紙＋環保感溫塗料

／尺寸：30-150×600x 600mm

Re+設計創作法 

照片中不難發現，這張由品展設計發行有限公司所

販售的Flexible Love Chair，因為使用上的消耗，使得瓦楞

紙的紋理和結構都已經崩毀散開，即將報廢不能使用，也

將終止他的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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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化社會性而言，我們應思考的重點是如何將資

源再利用，並教育人們對事物的珍惜。將一張舊的椅子噴

塗上一層感溫漆，因體溫而變色，讓舊椅子不失其原本的

本質且又具有新的生命與人產生新的互動模式。而於機能

性而言不但維持椅子原本的功能，因為感溫塗料的應用，

使得椅子在顏色上更多變化，甚至將以皺褶不堪的蜂巢紙

上色後竟變成了漂亮蕾絲花邊，增加生活樂趣其藝術性的

成分也跟著提升。也因為感溫塗料的嘗試，開創出另一種

產品的原創性並增加不同產業的結合可行性，促使產品之

生命周期再延續並使其附加價值再被提升。

Re form 原有材質的使用方式並運用其優點，重新塑造新
觀點和新新市場的開發機會

回／Return
功能：骨灰罈／材質：手工再生紙＋PLA／尺寸：約450 

×450×500mm

種植植物可以減緩暖化，促進生態平衡，而籽紙是

以再生紙所製成，並在製紙的過程中加入種籽，使種子與

紙漿充分融合而製成的，是一張利用「再生」與「種子新

生」的概念所產生的環保紙。籽紙可被用於書寫，以增加

人與人之間感情的交流，也可以直接栽種，運用於園藝，

甚至這張紙變成廢紙被丟棄時，其中的種籽還是可以發芽

長大。「取之於自然，回歸於自然」。在產品「出生」之

前，就先試著全盤考量它「壽終正寢」之後，整個產品的

生命周期如何降低對自然環境的衝擊，也是「綠色設計」

所秉持的精神和對文化環境的責任。

“回／Return”是一個放置骨灰的蜂巢軟容器，軟容

器的材質除了以PLA玉米澱粉製成可自然分解的塑化材料

外，其外層蜂巢結構紙是以包覆著種子的再生紙所作而

成，其成分皆為可自然分解的材料。當其埋入土中逐漸分

解後，紙張內的種子透過骨灰而吸取營養，於是種子發芽

茁壯，將對自然的共生謝意回饋在土壤中，以留給後人更

美好的環境。以此生生不息的共居概念，不但化解人對死

亡的恐懼，更昇華死亡為實質永續的精神。

註釋：

1  William McDonough , Michael Braungart著 。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
心－中美可持續發展中心譯（2008）。《從搖籃到搖籃》。台北：野人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p127

2 官政能（1998.09.20）。《產品物徑－設計創意之生成，發展與應用》。
台北：藝術家出版。p10

新觀點的切入來精練 Re fine 的精神
籽紙／Seeds paper

功能：書寫信紙，卡片／材質：廢棄紙品＋植物纖維／尺
寸：260×180mm

以上的結論是從吾人過去的工作經驗中得到的體

悟。2002年開始，諾基亞開始將設計思維觸角伸向亞

洲，也開始其設計上的合作關係。2003年開始，合作的

關係已從之前的設計代工，變成一起参與設計前端概念開

發的部分，而能直接接觸其芬蘭設計總部，及分散於世界

各地的專家們一起預測未來通訊溝通趨勢。諾基亞將科學

專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時尚專家和設計

師......派駐到世界各地，去了解消費者如何溝通訊息、分

享資訊、自我娛樂，並試圖找出他們的不便、不足和使用

變化。後來藉由此發現，消費者不只希望藉由手機打電

話，更想藉由手機來彰顯身分、表達創意、發現新事物、

分享自我......。但當時的科技未能結合多項功能於一機，

於是諾基亞便將他們已有的技術加以整合並創新，成為一

個溝通平台，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在此經驗中，得知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較為井然有

序，所以在歐美的設計習慣中，習慣打破一些傳統、喜歡

去解構，在理性中找出脫序的方法。東方則是喜歡再混亂

中找出秩序，尋求在紛亂現實中建構一種秩序的渴望。所

以設計師的design concept要能跟大眾的living concept 對

話，產生共鳴。設計師就是要先去了解社會、文化，作品

才能呼應到社會需要，進而影響、滲透進大家的生活。

而在現今這個科技社會、感性消費的時代中，產品

所需具備的不只是造形的完美要求，其更重要是應具備符

合文化背景、時代意義、當代美學、新技術、新科技的應

用等等……。而設計更能透過設計者將使用者潛藏於記

憶、回憶中的意象以適當的方式與形態再呈現，讓使用者

在「閱讀」產品時能連結到文化、歷史、情感溫度之中，

成為與人或自然溝通的管道，並借此完成情境體驗與學習

的架構，讓使用者不應只是對產品的功能滿意與否產生喜

惡，同時更重要的是對產品產生更深的情感感受度，讓生

活因為設計中的藝術而昇華，而美學設計教育得以由日常

生活中的器皿開始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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