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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健敏老弟告诉我，他又集了十来篇我的旧作，关于现代建筑的。
他已帮我集过三本书，销售似乎都不太好。
看样子“汉宝德”三个字放在书名上并不能保证成功，要看内容是否引起读者的兴趣。
“现代建筑”是否有此吸引力呢？
我不敢说。
　　当健敏向我提到此事时，我以为他会集些报纸副刊文章之谈论建筑者，也就是比较软性，带点文
艺味道的作品。
过去三十年间，我在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多少都与建筑有些牵连.但早年写的游记中虽常提到建筑，却
以感怀为多，已收到艺术性集子中。
近年来也有一些是直接以建筑为题的游记，以轻松的口吻讨论些当代建筑的观念，希望引起读者之兴
趣。
这类文章其实也可供专业者参考。
　　没有想到他处理这个集子仍然是很严密的。
他所指的“现代建筑”，是自现代到当代建筑，跨越半个世纪的时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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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一种空间的语言，人与空间的对话。
             　　当人们在欣赏路易士·康、柯布西耶、莱特这些建筑大师们的作品时，是否曾想过：这些
建筑大师们在设计的当下，所看到的是怎样的世界？
而建筑师与社会需求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与关怀责任？
�       　　身为资深建筑师的汉宝德，游走世界各地，不错过任何一座“有意思”但未必广为人知的建
筑物，例如：悉尼歌剧院、国立澳洲博物馆、哈佛大学新旧校园、朗香圣母院等，从当下所感遇的氛
围、造型，细述其中蕴涵的巧思，既生动又具体。
此外，书中亦从现代建筑学派与设计精神出发，汉宝德借以自身的建筑师实际经验，条分缕析、深入
浅出地融合中外学派并贴近人们生活景况而论，幽默中带着批判，可谓是建筑爱好者以及业界人士的
经典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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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名片一〉〉〉建筑界的大佬：在台湾建筑学界的地位，比拟起来，应该是大陆的刘敦桢（1897-1968）
加上童隽（1900-1983）。
  
　  名片二〉〉〉文字打手： 曾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开辟专栏。
因其介绍捧红台湾乡土艺术家：洪通和朱铭。

　　名片三〉〉〉社会活动家：学者、大学校长、建筑师、自然科学博物馆和宗教博物馆馆、台湾“
总统府”国策顾问、作家。
学术界、教育界、建筑界、博物馆界、政界、文艺界六栖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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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出入建筑与艺术之间构筑有情世界拼凑的美感再访悉尼歌剧院壳形建筑的审美观为众人筑梦
的高迪英国建筑传统与斯特林我在哈佛大学的柯布西耶经验朗香，我来了柯布西耶的现代建筑暨规划
观念康与当代建筑西塔里埃森的感动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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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构筑有情世界　　20世纪的70年代，建筑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后现代”，宣告现代建筑死亡
。
自此而后，这个名词被文学、艺术，甚至哲学界所借用，开发出80年代以后广阔的文化视野。
然而“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在建筑反而说不清。
所以我不喜欢这个名词，它是很不负责任的，不过指出时代上在“现代”之后而已！
　　我年轻的时候，“现代”是指进步的、科学的、光明的；有绝对正面的含义。
曾几何时，“现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现代的原意本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意思，也就是当下，为什么成为一个代表过去的时代名词，实在使人
不解。
为了怕被人视为落后，大家都急着向后现代靠拢。
什么是后现代，它究竟是怎样的主张，又没有多少人了解。
即使伪装明白，每人的说法不一致。
因此，唯一的共识是，后现代是多元价值的，可以各说各话，不需要同意，不需要统合。
　　我在美国求学、工作那段时期，使我亲身见证了这个转变的过程。
回忆起来，我认为现代主义的失败就是败在理性主义。
自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编注1）到包豪斯的正统现代建筑思想，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
不论是科技挂帅的结构决定论（编注②），或合用至上的功能决定论（编注③），都是讲究硬邦邦的
理性。
连现代美学也崇尚整齐、简洁、方正，向古希腊的神庙看齐。
这种样样都讲道理的建筑，很快就令人感到冷冰冰的，忍不下去。
不但使用建筑的一般大众受不了，建筑师们自己也吃不消。
因此虽有学理的大帽子压着，现代建筑一旦成为风格，很快就受到批评。
　　其实20世纪中叶的后期现代主义的建筑师早就在寻找建筑的生命意义。
有一派回到传统，到古典建筑找纪念性，到中古建筑找心灵，到乡土建筑找人情。
他们都在现代建筑中灌注了感情的成分，但是都摆脱不了讲理的习惯，讲不通就无法说服同僚。
能把感情表达出来，又说得通的人，是路易斯·康（Louis I. Kahn， 1901-1974）。
当时的年轻建筑师无不受他的感动，甘愿奉他为师。
路易斯·康喜欢用诗的形式说明建筑设计的理念，一时风靡。
但真正动人的，是路易斯·康的宗教精神，路易斯·康把感情升华为信仰，用几何形表达出来，连我
都被迷住了。
　　可是时代改变了，70年代之后，大家不再崇尚理念了，当行的是感官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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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种危机和隐患——物质、技术、功利的追求在社会
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追求被忽视、冷淡、挤压、驱赶。
这样发展下去，人有可能成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单纯的技术性动物和功利性动物。
因此，从物质、技术、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成了时代的要求和呼声。
　　——北京大学教授 叶朗　　学校和家庭教育，重视理性教育，却忽视情感与感性教育。
学科性知识教育不断加强，心灵教育却逐渐弱化。
在儿童早期，非认知能力与情感能力才是最需要重视与培育的，而音乐、美术等艺术感官刺激，能使
孩子静下心来，潜移默化使其养成倾听、观察习惯。
但讽刺的是，这与时下的教育评价体系不相协调。
　　——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 周荫昌　　当下，社会上功利主义盛行，审美情趣堕落，通过艺术教育
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培养鉴别和鉴赏能力，任重而道远。
艺术教育对广大青少年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高青少年的审美和艺术修养；二是传承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三是更切实地落实素质教育，激发他们的创新
意识，调动青少年的潜能。
　　——北京大学教授 彭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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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人人都需要的艺术教育　　一部建筑理论与评论的经典大作：了解
台湾建筑界大佬汉宝德先生建筑与艺术美学的精彩观点，汲取最前沿的空间思维艺术、最传统的建筑
理论精髓，拓展和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与境界。
　　一堂艺术思辨与论辩的智慧课：台湾顶级建筑大师跨界美文，出入建筑、书法、设计、雕刻、抽
象艺术等不同类别的艺术创作，将各种艺术形式交融并举，“平面艺术、立体艺术、抽象艺术”相得
益彰，浑然天成！
　　一场撼动人心的视觉艺术盛宴：最精美绝妙的配图和最精当到位的注解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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