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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AI戰友  我們一起完成的永續建築提案

趨勢巨流河

採訪／賴映秀、王薇婷、陳奕良 

<br /> 

攝影／陳奕良 

 

<br /> 

#### 前言 

建築系3位學生呂冠霆、黃紹恩、蔡育軒首次嘗試與AI協作，在教授鄭晃二的指導下

。以「敘事建築」手法，在一個學期的修課時間裡，產出符合自己設定情境的建築設

計，於「AI 驅動的永續建築：融合技術與自然的設計提案」展出。 

<br /> 

不同的主題、不同的素材與情境設定，同樣的和AI戰友結盟，在不斷溝通磨合之中

，走過無數抉擇的路口，他們逐漸走出一條自己的創作之路，終於成為AI的隊長，完

成屬於自己的作品。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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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建築系教授鄭晃二（攝影／陳奕良）</font> 

</center> 

 

<br /> 

#### 鄭晃二把生成式AI帶進課堂  讓學習更適性快樂 

「有了新故事之後，AI把它發展成劇本，再變成分鏡圖，配音、配樂之後就變成電影

。」 

<br /> 

建築系教授鄭晃二說他只用三個步驟，就能讓同學在一堂課之中，從簡單的故事架構



，變成生動具戲劇性的故事文本。之後再經過一道prompt生成劇本、分鏡腳本。最後

交給生成式AI畫分鏡圖，甚至配音、配樂完成電影。至此，敘事建築設計者的「說故

事」任務就完成了。 

 

<br /> 

#### AI是幫我掃地的機器人 核心靈魂是人 

敘事建築的知識地圖包含：議題、故事、劇本、設計。也就是說，最後才進入設計步

驟。 

<br /> 

「這時候，人的身體要進來。」 

<br /> 

經過故事，甚至是電影的導引，溝通的界面變得更有效，但最後還是取決於「人的智

慧」——設計者的智慧。鄭教授說：「AI是幫我掃地的機器人，我才是它的主人。」 

 

<br /> 

#### 敘事建築連結創造者與體驗者的感動 

「創作者在什麼地方釋放什麼訊息給你，可以跟你產生共鳴？」他說，一個作品有沒

有共鳴就在這個地方展現。 

<br /> 

電影情節的故事場景中出現的落日、日本小火車，透過設計者的想像，將自身體驗與

情感透過建築語言，置入空間、結構、樓梯、門、窗、光、空氣，甚至聲音、味道、

觸感。讓進入建築的人們感受抽象元素試圖傳遞的意念，同時釋放出看電影當時的感

動。 

<br /> 

「沒有連結的話，它只是一個平交道列車落日，又如何？」鄭晃二說明，故事創造了

「體驗價值」和「情感價值」，連結了設計者與觀眾之間的想像，啟動觀眾的認知

，把他們的體驗、情感釋放出來。 

<br /> 

他說，「敘事建築創作出一個故事跟感情的容器，讓大家來使用。」如此一來，「觀

眾可以說自己的故事，在大師的作品裡面拍自己的電影。」 

 

<br /> 

#### 生成式AI 讓學習不卡關 



同一套方法，ChatGPT可以創造出各種劇本與電影，但面對資質不一的學生，引導方

式可是完全不同。對於這個難題，鄭晃二絲毫不覺得不耐：「他們的表現及回饋，常

讓我有不同的意外。」 

<br /> 

他觀察到，建築系大部分的學生想像力很強，這類學生喜歡動漫和電影，是圖像式思

考類型，文字相對較弱，需要ChatGPT來支援他們的文字的解構性。而對於影像投射

比較慢的人，學習成就感比較不足，需要的反而是生成圖像。 

<br /> 

自2022年ChatGPT出現以來，就投入研究的他打包票，AI能讓不同類型的學生「快樂

地做設計，不會卡在不熟的地方。」（文／賴映秀）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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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建築四蔡育軒（攝影／陳奕良）</font> 

</center> 

 

<br /> 

#### 【提案一】蔡育軒用AI故事 創造連自己都想像不出的空間 

把故事電影變成一個線索，想像把它變成建築會長什麼樣子？就這樣，對日本動畫〈

我推的孩子〉感興趣的蔡育軒，從這個主題切入，設計他大四建築設計作業——「隱

蔽之路（A Hidden Path）」。 

<br /> 

一個父親前往某棟大樓找尋失�的女兒，與兇手在建築中發生追逐戰。以這個簡單的

情節，蔡育軒試圖創造出一棟內部空間在視覺上呈現隱蔽性的層次感，外部卻冏然不

同的建築。 

 

<br /> 

#### 與AI討論出讓另一個AI聽得懂的語言 

相對於圖像思考，文字呈現能力比較弱的蔡育軒，在讓文字變成空間敘述跟圖像的過



程吃盡了苦頭。 

<br /> 

他以簡單的構想，和AI反覆優化用詞，討論出基調：「原來可能是很東方的大樓，一

進到那個隱蔽之路的空間之後，就變成西方的空間，一個你完全想像不到、很烏托邦

的空間！」 

<br /> 

各種視角，串連空間中的走道動線規劃，戲劇般的空間感受，運用樓層配置讓空間具

有上下流動的關係��他把這些辭藻從ChatGPT倒進Midjourney，在文字和圖的轉換間

，時而正向時而反向的操作。 

<br /> 

「跟AI溝通的時候，摻雜很多語令的東西進去，但他們可能不了解我們這些語令是什

麼意思，所以我會透過跟AI溝通，讓他整理出讓另外一個AI聽得懂的語言。」 

 

<br /> 

<center> 

![](https://photo.tkutimes.tku.edu.tw/ashx/waterimg.ashx?im=EA3E68C168E0EB

16AC3B3A3FF7DF258F4E50DB290153FBBAD8045804A88463668B6EE7422E68380D2C4F03DF

2811CA665A33F4AE50BD75D3246B6A3A7D5F4DA8) 

 

<font color="#670400">蔡育軒試圖創造出一棟內部空間在視覺上呈現隱蔽性層次

感的建築。（圖／蔡育軒提供）</font> 

</center> 

 

<br /> 

<br /> 

#### 創造一個連自己都無法想像的空間 

從腳本進入分鏡之後，進入他在行的圖像思考，他開始想像：「假如說這個故事真的

發生在大樓裡面，整體的大樓的空間是怎樣的？逃生地在哪裡？電梯在哪裡或是整個

空間走向在哪裡？」 

<br /> 

他設定的那個「隱蔽之路」是在一個很神秘的空間，動線規劃上要帶有電影場景的視

覺效果，如何進入到那個空間？又是怎麼弄出�鬥的氛圍？ 

<br /> 



然而當生成式AI快速生成分鏡圖，這時就面臨挑選的難題；「兩百張生出來，可能只

挑了10張。」。這時，需要一個完全清楚的創作者靈魂，把空間組裝起來。 

<br /> 

一開始是〈我推的孩子〉，後面的空間又再是帶入〈追殺比爾〉、〈蒼鷺與少年〉、

〈神隱少女〉的風格，「前面的文字跟圖像是很小塊的拼圖，然後慢慢的疊成一個中

型的拼圖，最後再把前面兩個中片的拼圖去組裝起來。」 

<br /> 

雖然AI神隊友十分給力，蔡育軒說有六成靠他幫忙，但也有不合作的時候。例如有些

畫面需要有視覺感，需要設定某些特定角色的空間時，他會對某些題材選擇罷工：「

比如要生成滿地斑斑血�的場景，就會被它阻止下來。」這是他在創作過程中哭笑不

得的體驗。（文／賴映秀）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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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建築四呂冠霆（攝影／陳奕良）</font> 

</center> 

 

<br /> 

#### 【提案二】呂冠霆突破知識藩籬 用AI創造淨水未來城巿 

建築系的學生，透過 AI 輔助，設計了一座以水資源為核心的未來城市——〈城市之

渴〉。 

<br /> 

靈感來自全球水資源短缺的問題，呂冠霆希望透過這個設計，探討未來城市如何以水

資源為核心，建立更公平與可持續的社會結構。 

<br /> 

故事開始於一名維修人員意外發現，這個以乾淨水源為核心的都市之外完全沒有乾淨

水資源可使用。意識到自己只是權力統治者的一枚棋子。於是他破壞淨水塔，將大量

乾淨水資源釋放到城市外。在逃脫追捕後，他被城外的人民視為英雄，卻選擇獨自走

向荒野�� 

 



<br /> 

#### 挑戰淨水主題 AI搞定所有細節 

有了宏觀悲壯的故事情節，這個未來城巿的樣貌只有概念，細節卻很模糊。水資源怎

麼循環？淨水塔怎麼融入開放空間？怎麼設計居住空間？又要在主要水源的流道建立

一個帶狀的商業空間，「我沒有能力去解決這樣的問題。」呂冠霆說道。 

<br /> 

他想像在極端氣候下，水資源極度缺乏，每個城市都是以水源成為一個生活圈，他要

創造的是包含四個淨水塔的未來城巿。對淨水工程的知識幾乎為零的呂冠霆，在這次

專案中面臨了跨領域知識的挑戰。 

<br /> 

在過去，他必須透過自主學習來彌補這部分的不足。然而當AI出現之後，他可以使用

AI來幫助自己快速掌握自己未曾掌握過的知識點。 

<br /> 

「我只能去設計一個圍繞著�淨水源的城巿構型」，至於管線（如供水、污水系統

）配置、都市空間、淨水塔內部的細節僅靠他自己是無法完成的。他透過AI快速生成

的圖片發展一個城巿，然而卻發現AI生成的世界觀太宏大、細節太多，自己沒辦法為

這個設計收尾。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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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呂冠霆透過不斷調整指令，讓AI能夠生成出更加接近呂冠

霆心中所設想的淨水都市。（圖／呂冠霆提供）</font> 

</center> 

 

<br /> 

#### 生成式AI太強大 自己像是觀眾 

「AI在圖像創作上的能力非常強大。」呂冠霆表示。「人物的動作、鏡頭的角度都可

以調整，甚至像淨水塔這類專業設施，AI也能給出細節豐富的圖像，幫助我快速掌握

未曾接觸過的概念。」 

<br /> 



在國小時曾是美術班學生的呂冠霆，在圖像設計的部分更能發揮想像力、精準地調整

AI生成的圖像，讓建築符合美學與敘事需求。「加入手繪圖時，讓它跟著指令和圖片

去跑，跑出跟想法更接近的空間。」透過不斷調整指令，讓AI能夠生成出更加接近呂

冠霆心中所設想的淨水都市。 

<br /> 

儘管 AI 提供了許多便利，呂冠霆也坦言 AI 在設計上的某些限制。 

<br /> 

「AI 生成的世界觀太過宏大，這反而讓我難以駕馭。」他同時說道，「有時 AI 產

出的細節不完整，導致我需要重新調整方向。而且 AI 生成圖片的速度太快，在挑選

圖片的過程中有時讓我覺得自己反而像個『觀眾』，而非真正的創作者。」（文／陳

奕良）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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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建築五黃紹恩（攝影／陳奕良）</font> 

</center> 

 

<br /> 

#### 【提案三】黃紹恩從無人機發想 讓建築讓出更多天空 

「我還是比較喜歡去創意發想，去想說它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找到唯一的

答案。」從航太系轉系到建築，相較於工學的精確計算與固定解答，黃紹恩認為，建

築設計給予他更大的自由度，讓他能夠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br /> 

但進入建築系後，他卻發現自己仍懷抱著對航空的憧憬與想像。這次他發想一個能讓

飛機進入的建築，敘事建築〈纏鬥〉就是想要設計一棟超高樓層的建築，讓無人機自

由穿梭飛翔。 

 

<br /> 

#### 由內而外作設計 從人的需求出發 

融合兩個科系的理解，在建築創造天空過程中，黃紹恩創造出人與無人機共同使用的



空間。來自無人機實驗室的他了解，當飛機在室內飛，氣流往下吹很不舒服，對人造

成很大程度上的影響。這個點迫使他先從人的需求去思考，例如無人機的飛行路徑、

人的體驗感受，再推導出整體建築的形式。他形容這種方式類似電影分鏡，從細節出

發，逐步推演出完整的故事與空間。 

<br /> 

雖然在完成作品之後，他看到空拍機內置AI 已能在建築物中自由飛行，影像辨識已

經很成熟，但他仍然為自己從人的需求出發所設計出來的大樓，因為無人機而找到更

多天空，深受啟發。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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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敘事建築〈纏鬥〉設計一棟超高樓層的建築，讓無人機自

由穿梭飛翔。（圖／黃紹恩提供）</font> 

</center> 

 

<br /> 

#### 持續學習更高階的AI 工具 

在這次的創作中，AI 成為了他的強力助手，卻也帶來了不少挑戰。黃紹恩使用許多 

AI 工具如ChatGPT進行翻譯、Midjourney 圖像生成來輔助設計，但生成的圖像時常

與他的想法有所偏差。儘管文字描述已經十分精準，但AI在生成圖片的時候，還是沒

辦法完全符合他的需求。 

<br /> 

為了克服這樣的限制，黃紹恩開始嘗試與 AI 進行更細緻的溝通。他先使用 

ChatGPT翻譯自己的設計概念，再輸入到圖像生成工具中，並透過圖片範例來指引 AI 

產生更貼近理想的設計。 

<br /> 

教授的指導也在他的學習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透過不同老師的課程，他接觸到更

多技術層面的 AI 工具，也學到了如何在設計過程中更有效地利用 AI 來補足自身的

不足。他發現，每位老師的專長不同，而這些不同的視角幫助他在設計上更加全面思

考。 



<br /> 

為了學習更高階的AI 工具，他這學期繼續修習「 設計方法」，使其具備更細膩的可

調參數，讓 AI 在影像生成時能夠更符合他的需求。他發現，把他的小說丟進去付費

ChatGPT，它竟能夠產出材質、氛圍、 特色、空間設計和他最後作品相仿的結果，令

他驚訝AI科技的進展超乎想像。（文／王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