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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導論　　建築的類型琳琅滿目，各具明顯特色，但是將小型住屋視為最新建築類型卻有些弔詭。
小型住屋是人類史上第一種建築類型，也是建築史中記載最少的建築。
不過，如果將建築發展視為一種有意識的進程，人類在建造過程中加入了思想、抽象概念與準則理論
，那麼最早的建築應該是屬於神聖領域，是從事膜拜、儀式與敬神的專用場地。
雖然說藝術與建築反映出人類的進化，但最早的建築卻又是紀念性的建物與建築，用來供奉神明，而
非庇護人類，顯然完全欠缺人類的個別性或自覺意識。
　　在《亞當之家》（On Adam&rsquo;s House in Paradise）一書中，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 引用
了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話，敘述人類如何脫離這種謝神恩典、充滿純真的幻想心態：「曾
有一段時間，人類純真且正直，希望神祇見證自己的行為舉止，所以與祂們一起都住在小屋中。
不久，人類卻變得邪惡，討厭讓人尷尬的旁觀者，於是將祂們趕到宏偉的廟堂。
最後，人類為了要自己住進廟堂，就將神祇通通逐出，或者說，結果神祇的廟堂也變得跟民宅十分相
似。
」　　盧梭描述了人類如何開始有了個人意識與想像力，整個過程肇始於史前時代，一直持續到近代
，這時許多信仰體制崩解，才更清楚地表現出來。
我們生活在廟堂變成住屋的時代，而小型住屋的設計問題將會越來越多受關注，因為我們多數人都不
得不住在小房子裡。
本書將回顧過去10年中世界各地所興建的小型住屋，選出最佳的案例加以說明。
　　在歷史上，我們建造房舍的方式反映出人類如何界定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因為住屋就像是我們
的第二個身體。
古時候沒有「私有」的概念，因此不必以房子表達自我，社群或整個城市的群體比較重要。
在古埃及時代，神廟的功能是啟迪人類了解自己身體的奧秘；施瓦樂（R. A. Schwaller de Lubicz）在
他1948年的研究中，就證明了路克索神殿的平面配置與人類骨骸比例有非常密切的關聯。
　　隨著希臘文明的興起，廟堂往戶外發展，如史考利（Vincent Scully）所言，廣闊的天地成了崇拜
敬神的處所。
同時，雖然只有祭師得以進入廟堂，內部空間的概念卻建立了。
在神話中，希臘文化的創始者反抗傳統神祇，建蓋的神廟依照所信奉的神明而各不相同。
埃及的例子卻完全相反，在超過1500年的歷史中，埃及神殿的建築形式驚人地維持一貫。
對於這裡小型住屋的形式與結構，我們幾乎沒有考古學方面的證據。
　　在羅馬統治時期，公共建物與大型私人住宅成了建築表現的領域，公有與私人空間開始顯現出我
們今日依然能夠理解的形式。
原本是神殿的建築形式，越來越常被那些獻給自稱有神性的皇帝的建築物取代。
在西元前一世紀，維楚維斯（Vitruvius）寫了《建築十書》（Ten Books of Architecture），他投注大量
心血在研究神殿、公共建築與大型別墅的設計，不過本書題辭卻是獻給凱薩大帝，而這位皇帝「神聖
的智慧與意志」otherwise則是致力於「獲取統率世界的權力」。
　　在民間傳統方面，根據5000年前的考古證據，最早能被稱為住屋的小型處所是圓形的，結構簡單
，直徑不超過12米（40呎），通常比12米小很多（插圖1）。
它們是以木材與泥土搭蓋，加上茅草屋頂或草皮屋頂，只有非常少數是用石頭做成的屋頂，例如愛爾
蘭斯凱利麥可島上的建築。
這些建築中央有開放式爐床，除了人類居住之外，動物也住在裡面。
幾乎沒有木造建築存留至今，不過，驚人的是，根據艾迪（Sidney Addy）所著的《英國住屋之演化》
（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House，1898年）記載，在歐洲有些這類建築比較晚期的類型還一直保留
到19世紀。
　　關於這種歐洲大陸北方的住屋型態，艾迪引述羅馬作家塔西泰斯（Tacitus）的描述：「眾所皆知
，日耳曼民族不住在城裡，甚至也無法忍受成排建造的房舍。
他們分散而居，彼此隔著一段距離，根據喜好挑選地點，有人喜歡溪流或曠野，有人寧可選擇樹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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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在住屋四周留下空地，這種做法若非為了預防火災意外，便是不懂得營建技藝。
他們不用從露天礦場開採的石塊，也不用磚瓦，不論什麼建築都用難看的木頭來蓋，缺乏美感，也沒
有吸引力。
」　　在中世紀，哥德風格興起，這是共同信仰體制的一種藝術表現。
歐洲宏偉教堂背後的想法，是神啟與人類心智的共同結晶，夏特爾大教堂就是一例。
此類建築與當時多數居民的房子恰好相反，它們象徵了深刻的自我意識，只是這種意識是以集體意向
的方式傳達，而非以個別形式的方式表現。
在此同時，住屋還是依照風土傳統建造，融合了幾百年來傳承的經驗。
　　夏龐帝（Louis Charpentier）等作家指出，大教堂的由來是聖殿騎士（Templars）這類的小型團體
需要聚會場地，他們於是利用古老的知識，開始建造所有民眾都可以出入的聖堂。
由於這些共享的空間可以自由進出，一般民眾儘管幾乎無法領會建築形式背後的意義與象徵，但卻可
以了解它們所要傳達的基本訊息。
在中世紀的城市中，以資本投資、建築物的持久性與規模而言，大教堂與四周小屋之間的差異甚大。
　　在《倫敦：自傳》（London the Biography）一書中，艾克洛德（Peter Ackroyd）描述了13世紀中葉
年輕城市夫妻住的房子：「可憐的小倆口住在木造房子內，有兩個房間，一間在下，一間在上，屋頂
是茅草蓋的。
下層房間門口開向大街，房內有摺疊桌與兩把椅子，牆上『掛了廚房用具、工具與武器』，包括了炒
菜鍋、鐵叉、8個銅鍋。
樓上房間靠梯子連接，有一張床與床墊。
」這棟房子已經這麼寒酸了，城市中更窮的人住得更糟糕。
　　同一時期，在歐洲許多地區，在城市外圍，農夫通常依舊住在裡面有養動物、存放穀物的建築中
。
這類木構建築，有些是採矩形會堂形式，兩側有走道，中央是火爐，有些是長屋形式，在天候較冷的
地區尤其採用這種建物。
艾迪引用了13世紀作家吉拉爾杜斯（Giraldus Cambrensis）的話，來描述英國威爾斯地區房子睡覺空間
的安排：「睡覺時間終於到了，大家一起躺在鋪了薄薄一層燈心草的地方，蓋上又硬又粗的布，這種
鄉下織的布一般稱做『布拉層』。
　　由於他們只穿透風的薄外套，隨時都要保暖，不管夜晚或是白天都蓋著布拉層。
不過，腳邊的爐火與身邊同伴的體溫讓人舒適多了。
」吉拉爾杜斯所指的同伴很為可能是綿羊、母牛與豬，這更加肯定了一點：現代對隱私與舒適的觀點
，與中世紀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從社會、身體與經濟的角度來看，農村的小房舍一直都是極為缺乏隱私（插圖2）。
　　假如要指出何時人類真正具有自我意識地開始設計建築，那肯定是15世紀中期。
就在這個時期，屋主開始要求住家是依據源於過去、但是全新的價值標準來建造。
維楚維斯之後，第一本獨立撰寫且廣為流傳的建築論文是亞柏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建築藝術
論》（On the Art of Building，約1440年代）。
他主張建築師主要扮演的角色是概念性的，而不是功能性的，好的建築不光要具備完善的功能，還要
能對居住者有治療效果。
「在建造藝術上，最值得稱頌的是擁有適當的好眼光。
」　　亞柏蒂的話清楚地指出，人類對建築開始有了新的思考方式。
他的見解顯然合乎現代的看法：現代公認建築是需要技術與鑑賞力。
而就是在這個時候，屬於私人獨特地域的房子，總算成了藝術家／建築師這個新興行業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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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房子，新思維！
　　小房子不但滿足居住需求，也可以發揮大創意！
　　兩個小時內就可以組裝一間房子？
　　用廢棄的輪胎也可以蓋出房子？
　　用鋁也可以蓋出具有設計質感的房子？
　　裝在手提箱裡的房子、沒有牆壁連結的房子是長怎樣？
　　本書共收錄37個小房子的設計案例，分成鄉村小屋、都會區與近郊、集合住宅三部份討論，設計
者囊括全球知名建築設計師，包括伊東豐雄、妹島和世、塚本由晴與貝島桃代等。
雖然常常面臨坪數限制、環境氣候、預算緊湊、建地複雜、當地建築法令等限制，但這些設計案的建
築師仍然淋漓盡致發揮了無比的創意與想像力，同時又滿足了各種生活基本所需的條件。
　　書中案例主要為30坪以內的房子，最小坪數為兩坪（但可以容納三人居住）。
每個案例均可看出建築師的巧思，例如將豬圈和車庫重新改建成住屋，可以裝在手提箱中的度假小屋
，把停車場加上油罐車結合的房子，用鋁建材設計出完全「無痕」的住宅，大樓洗衣間改建成的房子
，以及用廢棄輪胎打造的環保節能小屋。
　　小房子是21世紀最新建築類型！
　　買不起豪宅沒關係，小坪數，也能有令人驚嘆的大設計。
　　建築設計師突破了空間、成本與法規的種種限制，將實際生活需求與創意結合，巧妙展現在小坪
數的住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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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可拉斯．波普　　是倫敦南岸大學（South Bank University）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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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房子兩個案例　　一、手提箱中的住屋　　西班牙巴塞隆納　　27平方米（290平方呎）　　現
代主義引發了我們對於收納的迷戀。
在越來越強調清晰影像的時代，過去日常生活所必然產生的結果就只能用「雜亂」來形容。
而對科技越來越深的依賴，更支持了這種美學標準，因為住屋已成了消耗而非生產的場所。
　　西方唯物思想要求清楚的分類，凌亂則是對物品分類的藐視，會威脅到對於次序的嚴格看法。
不過，巴舍拉在《空間詩學》中，研究了抽屜、櫥櫃與衣櫃的潛在可能，發現它們是「祕密心理生命
的真正器官」。
根據這個現象學的看法，藏東西的概念豐富了我們的白日夢。
在《自己的小屋》一書中，克萊恩（Ann Cline）探索了櫃子的歷史，櫃子本來是可收放任何種類的物
品，包括自然與人工物品，直到了18世紀，理性主義者才開始堅持將這類家具的內容物分門別類。
　　在20世紀，有兩位創新的藝術家顛覆了容器的角色：杜象與波依斯（Joseph Beuys）。
杜象完成了「大玻璃」（The Large Glass）之後， 1930末期，他多半時間都在創作名為《提箱中的箱子
》（The Box in a Valise）的作品，箱內是他所有作品的迷你複製版，箱子彷彿是移動的藝廊。
在波依斯的許多作品中，內容物與容器之間的關係是含糊不清的，例如《我不識周末》（I know no
weekend，1972年）。
它以現成的物件構成，在黑色皮箱中，除了小心擺放了醬料瓶，還有一本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
由於建築沒有表達挖苦的特性，要成功顛覆容器的角色，通常只能提出對現實的新解讀。
　　在巴塞隆納一棟公寓大樓的頂樓屋頂內，弗羅瑞與普拉茲設計了不使用鐵材的臨時住屋，表達出
「依序整理所有物品」這個概念的必然結果。
這個無隔間空間大小是3╳3╳9米（10╳10╳30呎），一側還有窄小的淋浴間。
陽光主要來自與側牆等高的長條形天窗，因此這個住屋空間只有室內的活動範圍。
屋內有兩組特地設計的木箱，可以容納定期使用這個屋子的所有必要設備。
膠合薄板做成的木箱雖然細部很粗糙，但每組都有可收攏與滑動的複雜裝置，依不同用途可以加以變
換。
不住在這裡時，木箱可充當保護少量財物的裝貨箱。
　　從這個臥室「箱」，可以拉出雙人床、吊衣間、床邊桌、鏡子與被單毛巾櫃，另有小格子可收納
貴重物品。
廚房「箱」靠著略為架高的入口層，除了不銹鋼迷你廚房之外，還有折疊桌與鉸接擱板，不使用時，
整組裝置可以合攏收起。
在前門旁，架高的地板下空間可拉出備用床。
整間房看起來就像個展示空間，在這樣特別的景象中，居家與購物幾乎是同義詞。
　　二、小屋　　日本東京　　妹島和世　　76平方米（820平方呎）　　香港、莫斯科與東京是世界
人口最稠密的都市，在這些都市的某些地區，每公頃人口密度超過1000人（每畝400人），這樣的數據
直逼歷史記載的最高密度。
根據記載，在19世紀末，曼哈頓下東區所謂的「啞鈴公寓」（Dumb-bell tenement）壅擠不堪，每公頃
容納了1350人（每畝540人）。
　　妹島和世曾多次為極為狹窄的基地規畫小型住屋，日本岡山縣的S屋便是她最別出心裁的設計之
一。
這棟建築在1996年完工，建築外覆聚碳酸酯樹脂板，以此隔絕十分迫近的外界環境。
做為一個設計者，她不會過度看重建築所扮演的角色，傾向於認為建築可以反映出當代文化的價值，
而不是利用建築展現想必要一爭高下的觀點。
要維持這樣的立場，建築師必須在犬儒哲學與浪漫思惟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
　　「小屋」像是一座迷你的塔樓，具體呈現了許多的想法，讓妹島和世的立場與現代需求吻合。
首先，死巷底的填入地基為60平方米（650平方呎）大，允許的建築範圍只有36平方米（390平方呎）
，唯有具有創意且極端的設計才能解決屋主的需求：提供一對夫妻和他們小女兒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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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這棟住宅顯現出妹島和世對分層堆疊持續不減的興趣。
她位於岐阜縣的北方町國民住宅（1994年完工），也有同樣的特色，不過這棟建築的堆疊設計呈現出
空間的動態感，每一樓層也保有了若干程度的獨立性。
第三，由於這是一棟獨立的寓所，公共與私人空間之間的關係最為重要。
　　住宅為4層樓。
半地下室的空間是臥房，陽光可以從與鄰宅毗連的狹窄院子射入。
一樓結合了玄關與訪客用空間，二樓具備類似「主樓層」的功能，是起居、烹飪與用餐的空間。
頂樓有開放式浴室與加了圍牆的露台，露台可眺望西方的空建地。
（建築的各項功能都劃分得很明確，但小孩的角色顯得模糊，她沒有分配到屬於自己的空間，反而有
點像在整棟建築中遊走的流浪者。
）　　狹窄的一樓有停車位，二樓的起居空間則顯然比一樓更為寬敞，天花板的高度也明顯加高。
頂樓的空間逐漸往上變窄，如此一來降低了四周建物阻擋日光的機會，從視覺上來看，也像是終結了
整個構圖。
　　開放式的鋼骨豎井支撐混凝土地板，內有旋轉樓梯。
在地板四周支撐的是細鋼柱，完全依照建築外形的線條搭建。
外牆大約百分之五十的部份以玻璃帷幕覆蓋，主要朝向西方，另外百分之五十是縱向連接、接縫清楚
的鍍鋅鋼板。
如同妹島和世的其他設計，這棟建築的外牆被視為被繃緊的皮膚，幾乎無法阻止外人看見裡面住戶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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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小見大，我們常常在微小的事物中，見證到自然的偉大。
「小房子」是建築一切的開始。
　　&mdash;&mdash;廖偉立　　在當下的環境，「小而美」才是一種設計的美德。
它比較能體現建築的善意。
　　&mdash;&mdash;張景堯　　住宅設計是建築師的夢想，「小」房子集挑戰於一身，也是最重要的
實驗場；簡單的設計最感動人，這本書證實設計沒有什麼不可能的，設計就是從事無中生有的工作。
　　&mdash;&mdash;徐岩奇　　對於期待打造「夢想之屋」的人而言，這是一本有趣的書。
讀者可以飽覽設計師們的創意手法，同時也能從不同的設計理念中得到一些觀念上的啟發。
　　&mdash;&mdash;王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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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房子: 全球37個最具創意的小型住屋設計》特色　　1. 本書囊括全球37個最具創意的小型住屋
案例，搭配400張精彩照片。
　　2. 分成鄉村小屋、都會區與近郊、集合住宅三大類別，深入淺出介紹各案例設計概念與來源。
　　3. 介紹的建築師包括伊東豐雄、妹島和世、塚本由晴與貝島桃代等全球知名建築設計師。
　　4. 案例均詳細介紹使用建材、架構方式、室內與室外空間規劃。
　　5. 每個案例都附有平面圖、剖面圖、立面圖與細部照片。
　　小房子是21世紀最新建築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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