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在西元 1920 年，某天下午，任職於
3M 公司的 Dick Drew，為了要測試新沙紙的使用狀況，他
走進了一間烤漆店。此時，一連串的咒罵聲吸引了他的注
意。為了瞭解狀況，他朝那群工人們走去，並問了讓他們生
氣的原因。而工人們的回答是 :「貼在車身上的膠帶實在是
太難用了！每當車子上的漆乾掉時，需要把膠帶撕下；但
是，這會導致剛上好的漆又脫落了。唉，脫落的漆會讓顧客
要再多花一筆錢，同時又增加了他們的工作量。這點讓他們
實在太不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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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活中，常見到色彩繽紛的紙膠帶出現在各個地方。
例如：手做的卡片上，有時會貼著有著夏天款式的紙膠
帶，紅紅的西瓜，還有酸酸的黃色檸檬。光想到就覺得
心情好好！
   
而我也喜歡用紙膠帶寫日記。我覺得有時一捲「對」的
紙膠帶，比文字更能貼切的記錄我的心情。而說到記錄，
我想應該沒有其他東西比無印良品的記事本更適合紙膠
帶了吧！因為他樸素的頁面，很好的襯托出了紙膠帶的
質感，總覺得所有的膠帶都能很完美的和這記事本結合！
   

因為紙膠帶的使用率如此頻繁，可能
有些人會和小編有一樣的困惑 :「到
底為什麼會有紙膠帶的出現呢？」
   
而這個問題，現在就跟小編一起進入
紙膠帶的奇幻世界，尋找解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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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聽完工人們的抱怨，Dick Drew 有了些不一樣的想法。
在他眼中 , 這個「麻煩」是個大商機，他認為，這些工人需
要的是一個黏性不那麼強的膠帶，因此他開始了實驗。再經
過了漫長及挫折的測試後，他還是沒有實驗出理想的結果；
更糟的是他的上司 McKnight 告訴他別再做這些了，趕快把
重心放在研發沙紙上。面對著實驗的失敗以及上司的壓力，
迫使 Dick Drew 放棄了這項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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