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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建屋为什么要建成那么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形式？
屋顶上为什么有曲线？
为什么那么五颜六色？
为什么用木材而不用砖石，这些都是独特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所造成的。
建筑是文化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建筑。
汉宝德生于1934年，早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建筑系，后去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取得
硕士学位。
他曾任台湾东海大学建筑系主任，写过许多有关建筑和文化的研究著作，还是汉光建筑事务所的主持
人。
他始终认为，不通过文化没有办法了解一个民族的建筑，不通过建筑也无法真正欣赏一个民族的文化
。
上世纪80年代，东海大学请他回去做一系列演讲，他就把中国建筑的文化分为五次，每周一次讲完，
即建筑文化的基础，从文化看建筑的发展阶段，中国人的空间观，在建筑中表现出的人与人的关系，
文字、文学与建筑等。
事后整理了记录，但他一改再改，直到二十年后，他七十岁时，才交付出版，就是本书。
汉宝德在书中讲述了中国建筑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建筑，反映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思想与生活，比
如知识分子怎样求得心灵的安顿，统治者怎样展示权力的象征，殷商巨贾如何追求生活的逸乐，凡此
种种，都能表现在简单而几近原始的空间架构上；建筑是技术、艺术与人生的综合，它不但反映了一
个时代的技术与科学水准，那个时代的精神，当时的审美观念，而且忠实地记录了当时人的生活方式
与价值观念；中国人从来没有刻意地要改造建筑，造成式样的改变，却也不受建筑传统的过分约束，
常适度地予以修改，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一直保有原始的、纯朴的精神，把建筑看成一种工具，一种象
征。
由于本书是在演讲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所以语言生动易懂，内容深入浅出，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在成书时，原出版者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总编辑林载爵，建议收入作者的另两篇文章，即《人生
的建筑》和《从建筑看文化》，使之更为充实。
2006年我店出版了简体中文版，并加配了一些照片。
此次即以2006年版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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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不是一部中国建筑史，作者的用意也不在于写一部中国建筑史，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对中国建
筑进行深度省思。
　　作者根据多年来对中国建筑梳理、研究的成果，给予文化上的诠释。
通过对中国文化特质的了解，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建筑，更生动地欣赏中国建筑空间中包容的生活。
从建筑与文化的交互对照中，把握中国建筑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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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汉宝德，台湾建筑学者。
1934年出生于中国山东日照，1960年-1970年曾任台湾东海大学建筑系的系主任。
经历：台南工学院建筑系；美国耶鲁大学建筑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硕士；东海大学建筑系
主任；中兴大学工学院院长；自然科学博物馆筹备处主任及第一任馆长；台南艺术学院筹备处主任及
创校校长兼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台湾宗教博物馆馆长。
主要著作：《建筑的精神向度》；《透视建筑》；《细说建筑》艺术与生活丛书。
《建筑与文化近思录》；《不耐平凡》；《博物馆管理》；《博物馆展示规划》；《汉宝德谈美》；
《筑人间、汉宝德回忆录》；《斗拱的起源》；《明清建筑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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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自建筑寻求文化基础是一个方向，但它常常是不够的。
有时候，不得不从文化寻求建筑的起源。
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要怎样寻求呢？
可惜的是学者们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可以参考的资料，我们要学，只有靠敏锐的观察与缜密的思辨。
近几年来，我观察与思辨的结论，是觉得一个民族建筑外显的形式，可以一直回溯到文化的起源，这
在中国古建筑上看得特别清楚。
我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经过包装的原始文化。
何以言之？
所谓原始文化就是人类在原始时代以本能为求生存所产生的文化。
其基本的性格就是生存，一切价值以维持生命为主要目的，因此是唯物的。
文明社会则是在生存之外，肯定精神的价值；甚至会因精神的价值而牺牲生命。
那么，难道中国文明没有精神价值吗？
为什么我认为中国文化只是一种文明的包装呢？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必须在基本的价值上有利他的精神，约束生物性的欲望，以完成大我，这是西洋
文明发展的轨迹。
比如说，人类对性的欲望是强大的力量，它是来自生物繁衍后代的需要。
自生物性视之，男性希望与多数女性交配是很自然的；自然界不乏这种例子。
而强者就是可以拥有大量雌性配偶的雄性，这常常是经过战斗而得到的成果。
可是人类进入文明，首先要约束这种欲望。
在西方世界，以爱情来使性欲精神化，将爱、欲相提并论。
这是因为在性交与孕育后代的过程中，爱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西方人夸张了爱的重要性，发明了一夫一妻制。
其目的在于维持人类社会的和谐，以免因抢夺配偶而发生杀戮的非人行为。
自此，西方人把人与动物分开。
无可讳言的，为了保持社会的秩序，西方文明有禁欲的色彩；以后的宗教也循着同一路线。
因此，这种压制性欲的道德观，使自然人的性格受到挫折，而产生复杂的心理变化，制造了人间无尽
的悲剧。
西洋文学与艺术的悲剧常常是如此发生的。
对比于西方文明，原始部落中性的自由，与酋长可以拥有任何女性，是明显的属于动物世界。
他们一直停留在基本的求生存的阶段，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的文化当然不是原始文化，但也没有发展出与原始文化精神相反的文明。
我们的祖先为了保持人间之和谐，也产生了人文色彩浓厚的文化，但其基本精神却是尊重生物天性的
。
对“性”而言，中国人视为当然，因此有圣人“食色性也”的话。
中国古代并没有禁欲的伦理，认为性欲是自然的，只是要考虑其他人也有性欲而已。
基于此，中国人没有发展出“爱”的观念，也没有一夫一妻制度，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娶三妻四妾。
什么是包装呢？
中国文化中保留了原始文明的自然需要，但加上了繁复的礼仪。
性，强调孕育后代，称之为传宗接代。
由于一个孝字的包装，性成为家族责任，孕育后代就成为严肃的道德行为了。
经过这样的包装，在中国社会里，纳妾也是为子嗣，性行为变得十分神圣，然而在骨子里仍然是不免
放纵性欲的。
包装的原始文化在性方面最为突显的，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对性的看法。
他们以性为精，以为修养或服药可以强化性能力，甚至有御女以养生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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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神仙的流传中，有与仙相交而长生不老的故事。
这都是把原始的性欲神圣化的企图。
中国文化并没有发展出约制原始欲望的体系，却努力把这些欲望美化与神圣化。
我们并没有把兽性改为人性，这是原始的人性观。
由于承认了欲望是人性，为了保持社会的和谐，我们在伦理的要求上，不信任内在的自我规范，发明
了“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以避免诱惑。
为说明“包装的原始”，我画了一个表，说明了中国文化特质为何推演出中国的建筑。
这个表并不成熟，如依学者的严格标准，也许不应该发表出来。
但是我希望把我思考的结果具体地表达出来，接受大家的批评指教。
我认为原始的信仰是最基本的文化要素，与本能主义的人性观同样居于重要的地位。
好像生物性的欲望是在物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人在精神生活中也表现了原始性，宗教信仰就是
如此。
原始宗教是一种神秘的信仰，包含了强烈的恐惧感，每一个民族的信仰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如此。
任何一个文化，如果继续保持神秘的色彩，经由祭司或巫师来沟通神人关系，这个文化就很难发展为
文明国家。
玛雅文化已经自地球上消失，然而我们看到他们流传下来的建筑与遗物，就能体会到那种恐惧感与神
秘感。
在这种气氛下，人的智慧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
我们中国的商文化也是很可怕的。
商代后期的铜器，想像力非常丰富，但却是属于充满恐惧感的想像力；鬼神的造型凶恶，可知尚停留
在恐怖的精神世界中。
很难想像那时候的人，用自己的造物来恐吓自己。
从今天的遗物看，商代虽有了较进步的技术，在精神上，是同一层级的。
而文明的开始，我个人认为，就是从神秘恐怖的原始信仰，发展出神话的时候。
神话是把超自然的信仰人性化的重要步骤，希腊的文明自神话开始，中国古代也自神话开始。
人性中善良的部分，投射到神话中，软化了凶恶的面貌，使神以人的化身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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