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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研究日本近代建筑发展史的经典之作，代表了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学者关于日本近代建筑发展
史的研究成果，并从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等角度诠释这一阶段的建筑历史，是对建筑有兴趣的人必
备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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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藤森照信，日本著名建筑家。
1946年生于日本长野县。
东京大学研究所工学系研究科建筑学博士，现为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教授。

　　黄俊铭，东京大学工学博士，现为台湾中原大学建筑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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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欧洲可以说并没有盖出阳台的传统，但表面上看来有类似的建筑形式。
被视为欧洲建筑起源的希腊神殿具有四周回绕的石造列柱，而文艺复兴以后的样式一般在建筑物的前
面会排设柱列（称为Loggia或Porch）像阳台一样，当住宅或商馆采用Loggia时，如果只是远眺，确实
和阳台没有不同。
特别是英国由18世纪到19世纪，当采用希腊与罗马建筑为模板的新古典或希腊复兴样式（Greek Revival
）大流行的时候，一般的住宅或市街建筑都往前做出列柱。
而恰好这个时期，正是在亚洲的外国人居留地上阳台大量产生的时候。
由希腊起源的列柱空间与非欧洲起源的阳台两者区分的重点，第一是二层楼造的建筑是否由一楼到二
楼都做成阳台。
第二个重点是面积，阳台较宽广的时候四周皆回绕着阳台，其面积占房子整体的比例较大。
比起是否在各房间前建造阳台，或是宽是窄等形态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此空间是否有在使用？
在此阳台被当作日常生活的空间来使用，相对的起源于希腊的柱列空间只是为了美学的演出而已。
如果阳台并非起源于欧洲，那么是从何而来？
检视地球上阳台殖民样式建筑较多分布的地点，是位于非洲中部的沿海地区、印度、东南亚、东亚，
以及南洋诸岛、澳洲，甚至是加勒比海诸岛和北美洲南部。
这些地方都曾经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或是其居留地设置的区域，同时接近赤道。
由此可知，应是大航海时代以后欧洲人在所到之处，炎热的地区所产生的建筑形式。
再进一步看具体的场所的话，分布在哪里呢？
有两处有力的候选地。
一个是欧洲势力为了追求亚洲的胡椒等香料而绕着地球东进，迂回过了非洲之后最初扎根之地的印度
。
Veranda与Bungalow两个语汇是当地语言的说法具有说服力。
另一个是绕着地球向西进，渡过大西洋来到的加勒比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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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儿童时代我就喜欢手作或建造行为之类的游戏，现在还是喜欢，为了将来能成为有名的现场监造人而
进入了东北大学的建筑学科。
然而此志愿到了20岁前后化为虚无，而更想研究历史，幸好当时的建筑学科有建筑史这个领域，就往
此方向前进。
大学念到第六年的时候，撰写了小论文《山添喜三郎传》。
山添喜三郎是在明治六年（1873）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的时候，最早由政府派遣到海外的大木匠师，回
国以后成为宫城县技师。
由文献记录，到墓地现场的调查，又由墓地找到遗族，去到他出生的渔村访谈耆老的记忆，藉由这样
的作业而了解历史有趣的地方。
拿着这本小论文，拜访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的村松贞次郎老师，进入研究所接受老师的教导，尔
后20多年间，由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西洋馆到昭和初期的现代主义，持续地调查研究日本近代建筑
。
这期间，在建筑侦探或路上观察方面因为很有趣而消耗了不少精力，乐趣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对立并未
带来苦楚，后来发现决定研究历史当初的晦暗气氛也不知不觉的蒸发了。
刚开始学习建筑史的时候，阅读了这个领域的学生皆知的太田博太郎的著作《日本建筑史序说》，深
受感动。
然而这本书只谈到江户时代，并未提及明治以后之事。
心中虽未想说“太好了”，但开始思考那么我来写日本近代建筑史序说好了，同时也想脱离太田老师
的历史叙述中那种像运动选手一般的明快主义，或是近代主义的客观性，而想撰写更主观且混入臆测
乐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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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近代建筑》：绕着地球向东转来到日本，绕着地球向西转来到日本；冒险技术者的西洋馆，匠
师们的西洋馆；文明开化的花朵，御聘建筑家的活跃；日本籍建筑家的诞生，从明治到大正；新世纪
的历史建筑，社会政策派；现代设计，初期的现代主义；藤森照信——日本著名建筑家；将日本近代
建筑推向世界建筑舞台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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