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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创意@东京》的续篇，仍然是两个台湾人——苍井夏树文字，栗原纯实摄影。
内容也依然是东京的创意。
苍井夏树的专业是
“感性工学”，国内似乎没有这个专业。
在苍井夏树的语境里，创意是个很大的概念，不只是指制作一些可爱的小东西、小装饰，它包含在生
活的各个层面中，无所不在。
通过不断研究和发展创意，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有趣味，更美好。

 何为“共感”呢？
日本感性工学学会会长椎冢久雄教授曾用物理学的
“共振现象”来解释，简而言之，就是对特定人、事、物产生共鸣，感同身受对方的喜怒哀乐。
只有这样，才能有最佳的创意、最佳的商机，才能让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时时有新的惊喜和享受，产生
更多的创意灵感。

“共感·魔法师”介绍了“共感力”的概念、如何运用共感力以及由共感力创造的成果。
譬如在新的时代，如何以“草食系男子”为对象创造商机？
如何为都市繁忙的人们创造“小奢华的幸福”？

“设计·找灵感”是集中介绍日本重要的艺术奖、设计奖，把获奖产品逐一介绍和分析，很有启发性
——美感与理念、美感与实用是如何完美结合的。

“锻炼·情报脑”则像是做功课，旨在告诉读者如何锻炼自己的共感力。
譬如如何搜集整理情报？
如何像吃秋刀鱼一样吸收情报中的营养？
如何通过电视节目了解社会的动态和风潮？
日本是怎么为自己的电器商品找代言明星的？
怎样做消费者贴心的设计？

“创意·玩生活”可说是创意、共感的最终目标——享受生活。
作者举例说明如何为城市创造可以“深呼吸”的优美环境，如何让各地的风味美食更受欢迎，如何让
普通的食物变得炙手可热⋯⋯所有这些，都是要通过“心的服务”。

 看过这本本书，什么是创意，文化创意产业该如何做好功课，心里该有点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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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苍井夏树，阅读、散步，跳跃想； 抹茶、手帖，随意写。
 研究散寿司，恋恋京汤叶：
记忆蒙太奇，光影二重奏。
 玩广告，写企划，拍短片，搞出版，教创意。
 早稻田大学情报生产系统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进修，专攻“感性工学”。

长期观察日本消费趋势与设计美学，著有《创意@东京》、《日本·美与远足》、《共感@东京》、
《东京里风景》。

现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系助理教授，兼想象力实验室(Imagineer Lab)主任。

栗原淳实，直岛大南瓜的鲜黄，天守阁墙垣的净白，九州SONIC音速号的湛蓝，松岛渡月桥的朱红，
金泽21窗外植被的嫩绿采光。
清晰与模糊的印象，明亮与晦暗的情景。
在5.6和1/250间变化的数字，让景深与时间流不经意地偶遇和错过，决定了一段段的瞬间纪行。
脚下踏过的版图成为绘布，一台DSLR、几张零散的地图，在青山逝水间，在人群交错处，在长廊迂回
中。
一块块不停遗失的记忆拼图，又惊喜地拼组起来，在生活中持续上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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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微凉秋日午后，遍地金黄银杏落叶的神宫外苑前大道，我坐在街角长椅，阅读着日本
建筑家菊竹清训文库本复刻版的《代谢建筑论》，安静享受片刻的美好时光。
曾经造访东京的读者应该对东京市树“银杏”印象深刻。
银杏树除了独特扇形叶片、雌雄异株之外，高挺顶尖的外形更是东京街景的特色。
春夏的绿意新芽，深秋的嫩黄落叶、不同于寻常树木的枯黄，冬日的枯枝萧瑟，四季分明的银杏树是
散步东京街头不会错过的迷人风景。
而银杏叶的扇形叶片。
旅人也可以在东京都交通工具、街道标识系统及下水道人孔盖上发现它的踪迹。
有一回我应邀担任台北市政府“塑造城市新形象”研讨会专题演讲，题目是“借镜日本，打造台北美
的竞争力”，分享我在日本的观察心得。
我问了问现场参加的市府学员，得知台北市市树“是榕树”，市花则是杜鹃。
我想：“应该有许多台北市民不知道吧！
”其实在台湾，初舂三月开满细小白花的“流苏”，密密地盖在树冠上，犹如未融舂雪般美丽动人，
因此流苏的学名为Chionanthus，就是“雪花”的意思，正如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清丽优
雅。
以前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正门一号馆门前每年4月的流苏雪，素雅洁白，总是让我流连忘返。
其中还有一桩风雅韵事，我的好友Sally，当时就读植物系的男朋友还曾亲手帮她缝制一个白流苏书包
，两人一起手牵手浪漫地在台大校园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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