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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般人甚至许多专业者对这个问题虽可提出个人的看法，但仍旧模糊而且残缺，在本书中，我尝试为
初学建筑以及关心建筑的人们，勾勒出一幅较完整的画面，也企图建立一个探讨建筑物与建筑设计的
架构。
    首先我对建筑在整体环境（由都市、景观、建筑、室内、家具等的连续总体）中的地位，以及建筑
所要反映的历史精神、社会关系和风土人文等提出初步的看法，并简要地说明建筑工作需要建筑师以
及许多专业顾问、业主和居民等共同参与，各司其职，才能成就一件好的建筑作品。
        接着我分别叙述了建筑在使用功能、形式美感和深层含意上所应具备的本质，并佐以中西历史上
的一些例子，希望能清楚地将建筑师该考虑哪些问题，以简单的方式加以说明。
    最后，我将建筑设计过程中设计者思考的程序和表现方式，以几个大家熟知的阶段来分析，并以思
考行为和表现方式的观点，来探讨建筑师如何表现自己的意念以及建筑形式在历史上的演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的涵意>>

书籍目录

序 第一部分：建筑的定位与范围  绪言——什么是建筑    建筑的基本定义     狭义的建筑本质    广义的建
筑本质：环境   建筑的内在意义    反映时代精神     反映风土人文     反映社会现象   建筑的主旨    建筑设
计的分工合作    功能·美感·含意 第二部分：建筑应具备的本质   理性的设计原则    建筑的自然条件    
建筑的人为条件    内部机能关系    思考·推论·记忆与电脑  建筑美感的要素    形式的美    比例·规线
·模数     比例·尺度·空间感     平衡·对称·不对称·放射     重复与韵律     统一·变化·对比·张力 
   色彩与质感     知觉与感受的差异     形式·风格·运算   深层的建筑含意     形式上的含意    理念上的含
意     历史脉络的含意     哲学思维的含意 第三部分：建筑的思考过程  建筑的设计过程与意念表达    为
什么建筑要强调“设计过程”    建筑计划Programmlng    概要设计Schematic Design     设计发展Design
Developments     ⋯⋯  设计表现方式与建筑空间的互动结语图片来源Photo Credits参考书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的涵意>>

章节摘录

　　责任制设计是一个在图面上看出不同景象而发展的过程　　让我们先来看看我在大学时代设计课
与实务工作的两个小故事：我在大二的时候，由于同学们对建筑设计尚未养成任何习惯，在概要设计
的阶段时，有些人用很细的笔来从事平面或立面的草图，而当时的指导老师赵沛明先生规定大家，早
期的阶段“一律要用比2B更粗的笔来画”。
另外我在大五即将毕业前，仲泽还老师曾告诉我，他在事务所为同仁改图时，原已用粗笔改得差不多
了，但等到工作人员用较细的笔精确的地誊出来以后，却完全走了样。
　　这两个小插曲所涉及的设计过程与思考的特征，就是目前西方学术界正热烈探讨的建筑理论中视
觉活动与设计发展的关系。
我们由前一项设计过程的特征中得知，寻找出不同的可能方案是十分重要的，而它主要和设计者的经
验与记忆或速写簿中的“记忆”有关。
不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许多研究者都发现，当我们用手画出一些图形的时候，即使是同一个可能
方案，不同粗细的线条组合本身，就可经由我们的视觉本能，提供许多不同比例组合的可能性。
例如柯布西耶在廊香教堂Chapel of Ronchamp的初期草图中图7.32，建筑师在一个基本图形中反复画上
或擦去许多粗线，虽然仍属于同一个替选方案，但实际上图面已经涵盖了多个隐含其后的可能性。
　　以这样的观点回过来看先前提到的两段插曲，我们不难理解，初期阶段的草图之所以一定要用很
粗的笔来画，不仅仅是习以为常的专业动作而已，而是希望透过它孕育更多的可能性，以便后续的考
虑。
而在第二个插曲中，由于粗笔的线条能提供好几种隐含不明的组合，各有各的比例关系，有经验的设
计者看到的是他认为较好的比例组合，而“生手”的工作人员在同一张图上，看到的却是另一个可能
性。
例如安藤忠雄Tadao Ando在早期的概要草图中，包含了许多可能的空间比例关系，好坏并陈图7.33。
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得出，设计经验的多寡，除了影响由记忆转化而得的思考方向以外，也影响了能
不能在众多图形组合中看出精髓之处，设计好像也符合“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看热闹”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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