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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30年历史之久的东京玩具美术馆，是由兼为美术教育专家和初代馆长的

我父亲所创立的，它是以游戏、创作、鉴赏三大支柱进行营运的。“人第一次邂逅

的艺术不就是玩具吗？”在这样的想法下，我们的设施就变成了美术馆而不是博

物馆。 

5 年前本馆迁移到东京中心地的废校小学后，入馆人数和活动内容均扩大了

10倍，现在入馆人数一年超过 12万人。这间美术馆是以婴儿也能享乐、老人也能

感到有效果，以多世代交流为目标的美术馆。 

此次演讲的焦点是在婴幼儿与玩具的关系性上，对于孩子来说，游戏的意义

为何？对于婴幼儿的成长来说，玩具是否重要呢？我们将在以下详述这类的各种

问题。 

在本馆对于婴幼儿的研究上，我们大力提倡“木育”。它是一种能提高孩子们

集中力的木纹的天然设计，具有透过树木的香气能让孩子们与父母酝酿出愉悦心

情的芳香效果。树皮在触碰的感觉上亦能有多样性的感受。而且，我们觉得即使

它变成了玩具，但仍继续活着，其生命力及带给孩子精神上的各种力量，对于婴

儿的发育也是必要的。 

促进孩子们手部运动的“活动玩具”，在幼儿阶段将成为主角。从传统的陀螺

游戏到现代的科学玩具等等均能让孩子们的手和指头全部动起来。还有，让人际

间交流变得更丰富的“游戏玩具”，不仅是孩童间或家人，甚至能成为祖父母与孙

子间会话的润滑剂。 

从感性到运动、甚至再到交流，玩具乃媒介的角色。我们应让婴幼儿多样性

地去尝试接触玩具，并且要把现在快要消失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培

养，放置在主要的著眼点上，我们深信这两者的能力是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牵

绊相关连的，再者它们也是创造更丰富人际关系的社会的基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