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负建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负建筑>>

13位ISBN编号：9787209043519

10位ISBN编号：7209043519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山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日] 隈研吾

页数：209

字数：160000

译者：计丽屏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负建筑>>

前言

序作者：朱锷受邀为本书做序对我无疑是一种荣幸。
但这同时也是一种冒险。
毕竟，我是一位平面设计师，能对作为建筑师的隈研吾说什么呢？
但在看过这本书稿之后，我很想和大家做一些分享一些感受。
虽然在工作领域方面，我们似乎有很明确的分别，但他所言说的事实上已经远远跨越了这些界限。
这种跨越，不但给了我发言的勇气和可能，也为更多建筑甚至设计领域之外的人打开了一扇窗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负建筑》所面对和期待的读者必是更广大的，因为隈研吾所思考的已不局限于
建筑本身，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我和隈研吾是经由原研哉介绍认识的。
“你一定要认识隈研吾。
”原研哉的认真不由得令我心生好奇。
之后，我和隈研吾在许多项目上展开了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他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相信很多读者对隈研吾的了解都是从长城下的竹屋开始的，他用竹质材料建构了一个与长城两两相望
的独特空间，几乎是不可思议地实现了“结庐在人间”。
好奇也罢，赞叹也罢，当你平心静气地读完这本《负建筑》，也许能更深刻地领会他为什么会做此种
选择。
“有没有可能建造一种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又不刻意追求视觉需求的建筑呢？
正是在这样的悲观氛围中，我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也由此诞生了这本书，并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书
名——《负建筑》。
”环顾我们的四周，“象征意义”和“视觉需要”似乎已经成为了建筑的使命，而他为什么对此感到
悲观呢？
“所谓‘负建筑’并非是输的建筑，而是指最适宜的建筑。
”隈研吾曾经这样向我解释他为什么以此来命名他理想的建筑。
这其中虽然存在日文与中文语义的细微差别，但我想还是可以看出他对建筑因为被赋予过多的寄托而
偏离其本初面目的一种澄清。
在这本书中，隈研吾并没有一一列举他自己的建筑案例，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袤的世界。
叙说的起始——1995年，在他看来是一个危机之年。
阪神淡路大地震、奥姆教毒气事件⋯⋯一直到6年后的“九·一一”事件。
建筑物作为人类的庇护所竟是如此脆弱。
但他对“脆弱”的指认并非局限于其物理属性，而是从建筑的建设者、拥有者和使用者的立场出发，
指出是其私有属性决定了它的脆弱。
这种认识使他的关注对象不再只是建筑本身，他的言说也由此不再只是一个建筑师在专业领域内的喃
喃自语。
但他的质问和追索并未因此失于空泛。
在我看来，这本《负建筑》对于了解现代建筑的种种症状也是很有裨益的。
密斯、柯布西耶这两位现代建筑大师在隈研吾的笔下似乎有了更为生动的面目，他对鲁道夫·辛德勒
似乎带着一丝痛惜，而他对村野藤吾的击赏更是让我们也更为深入和全面地了解了他本身处理一些问
题的方式。
我们的欲望让我们把建筑物从周围环境中分割出来，我们忘记了建筑的本意是让我们容身，让我们居
住地更舒服，而一味地将建筑当成“物”，在其身上画满了各种符号，直至将我们自身淹没。
我想，这一点应该是隈研吾最想表达的。
而他自己也是由此出发，在现实中努力设计和建造“负建筑”——最适宜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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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不刻意追求视觉需要，也不刻意追求满足占有私欲的前提下，可能出现什么
样的建筑模式？
除了高高耸立的、洋洋得意的建筑模式之外，难道就不能有那种俯伏于地面之上、在承受各种外力的
同时又不失明快的建筑模式吗？
     本书是一本不止于谈建筑队建筑书。
作为建筑，何为“声”？
何为“负”？
在隈研吾看来，负建筑绝非是失败的建筑，而是人类真正需要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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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隈研吾，日本著名建筑师，隈研吾都市设计中心代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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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分割、批判、形式　　1.从分割到统一建筑物这个东西或许是全社会的矛头所指。
当谈及公共事业、土建业时，人们往往把建筑物视作“恶”的代名词。
为什么建筑物会被人们如此的厌恶呢？
这种状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问题是出在与建筑物相关的事物上，还是建筑物本身的存在上？
我想从这些基本的问题开始进行探讨。
人们讨厌建筑物是有缘由的——因为它有许多负面因素。
首先是体积庞大。
在我们日常接触的对象中，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比建筑物更大的东西。
大是建筑物的标志，也是建筑物的定义。
在通常情况下，建筑物的建造一方，如建筑物的开发商和建筑师等，都愿意把建筑物建造得醒目而招
摇。
这样一来，建筑物显得越发庞大，或者说视觉效果比实际上还要大。
其结果却是越大越碍眼，也越受到人们的厌恶。
 人们讨厌建筑物的第二个因素是其对物资的消耗。
因为体积大，建筑物的建成自然需要大量的材料，这就无可避免地要造成物资的消耗。
地球上的资源有限，并且已经开始枯竭。
能源也是如此。
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对物资的巨大消耗没有理由不受到厌恶。
人们讨厌建筑物的又一个原因是它的不可逆转性——建筑一旦完工就不可能轻易地拆除或重建。
能够轻易重建或销毁的东西就称不上是建筑物。
因此，人们不喜欢或不满意的建筑物一旦建成，就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许多痛苦。
与人的生命长度相比，建筑物的寿命恐怕要长很多，所以，在不喜欢的建筑物中生活的人不得不忍受
到自己死亡的那一天。
虽然20世纪以后建造的建筑物，其实际寿命并不是很长，但给我们的感觉并非如此。
与人类纤细、柔弱的体质相比，建筑物显得异常地结实和长寿，甚至会让人感觉到它似乎在嘲笑人类
短暂的生命，这就使人越发讨厌建筑物。
可见，建筑物的这种时刻张扬的不可逆转性实在令人厌恶。
建筑物的上述三个因素是其不可避免的宿命。
与世界的庞大相比，建筑物的绝对体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时，三个负面因素反过来又成了建筑
物的长处。
人们在追求大体积、多耗材和长寿命的过程中建造出一座又一座的建筑物。
当然，并不是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具有能够建造建筑物的特权。
能建造建筑物的“强者”数量有限，建筑物因此基本上属于相对稀少的存在物。
正因为稀少，其体积大、耗材多和寿命长的特性都能够得到宽容。
当建筑物的体积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就会引起人们的警觉。
远在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有关建造建筑物的规范和相关的规定。
不过，人们真正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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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负建筑》是一本不止于谈建筑队建筑书。
我们的欲望让我们把建筑物从周围环境中分割出来，我们忘记了建筑的本意是让我们容身，让我们居
住地更舒服，而一味地将建筑当成“物”，在其身上画满了各种符号，直至将我们自身淹没。
我想，这一点应该是隈研吾最想表达的。
而他自己也是由此出发，在现实中努力设计和建造“负建筑”——最适宜的建筑。
——朱锷 旅日著名平面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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