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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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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為造型而圍塑的空間，若忘卻人的生活世界，只
有仰望天空了。孫德鴻（2003），台灣台北縣八
里鄉十三行博物館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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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建築若太過於向雕塑靠攏，只好以造型取勝。孫德鴻（2003），台灣
台北縣八里鄉十三行博物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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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新世紀名牌商店的建築精品之一。Herzog &
Meuron（2003）, Prada Boutique Aoyama,
Tokyo, Japan.

圖4  新世紀名牌商店的建築精品之二。伊東豐雄
（2004），TOD'S Omotesando, Toky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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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築作品的表現

圖5  怪異建築之一例。渡邊誠（2000），日本東京飯田
橋站換氣塔。

圖6  圖像建築之一例。佚名（1997）， Longaberger
Office Building, Ohio,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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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將流動空間侷限於垂直方向，其牆面上的開口實為
洞口而非牆身之中斷處。Le Corbusier（1931）,
Villa Savoye, Poissy,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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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造型的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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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H. Sullivan 1856-

圖8  造型性與裝飾性的次二元性競爭存在著。Louis
Sullivan（1919）, Farmers & Merchants Union
Bank, Columbus, WI,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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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築造型與空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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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築造型與機能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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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I. Kahn 1901-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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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樓梯說：在適當的地方也請讓我有可以歇腳的所在
……。Carlo Scarpa（1958）, Olivetti Shop,
Venice, Italy.

圖10  然而，這個坡道卻為我們帶來了想像……。
Richard Meier（1971）, Weinstein House, Old
Westbury, New York,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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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希望所建造的會刺激人們之間及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Lawrence
Halprin（1970）, Ira Keller Fountain, Portland,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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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捷運生活的世界面貌之一：台北市木柵
線捷運動物園站。

圖13  捷運生活的世界面貌之二：台北市木
柵線捷運辛亥站。

圖14  捷運生活的世界面貌之三：台北市木柵線捷運萬
芳社區站。



■注釋

1 佩夫斯納在《An Outline of European Architecture》一書中
開頭對建築的看法，原文為"Bicycle shed is a building;
Lincoln Cathedral is a piece of architecture?"

2 參見柯布著/施植明譯（1998）：邁向建築，35。台北市：
田園城市。

3 參見范裘利著/賀承恩譯（1997）：向拉斯維加斯學習。台北
市：田園城市。

4 參見范裘利著/葉庭芬譯（1980）：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
8。台北：尚林出版。

5 同註4，70-71。
6 參見黑格爾著/朱孟實譯（1982）：美學，15-21、27-。台北
市：里仁書局。

7 參見塞維著/汪坦譯：對建築的解釋。收錄於汪坦、陳志華主
編（1994）：建築美學，303-312。台北市：洪葉文化。

8 塞維在《建築空間論》中首先主張「空間是建築的主角」，參

見布魯諾．塞維著/張似贊譯（1994）：建築空間論，19-
28，台北；並在「對建築的解釋」一章中，推演出兩結論：
其一，空間的解釋是一種超級的解釋，或者說是一種根本的

解釋；其二，便是「一切建築藝術的解釋必須在空間的前提

下才能進行。」（此處取其文義），參見布魯諾．塞維著/張似
贊譯（1994）：建築空間論，126-135。

9 同註4，40-62。
10 參見諾伯舒茲著/曾旭正譯（1990）：建築意向，106。台北
市，胡氏圖書。

11 參見維根斯坦著/尚志英譯（2000）：哲學研究，297-。台北
市，桂冠圖書。

12 參見巴特著/李幼蒸譯（1995）：寫作的零度，20-25。台北
市，時報文化。

13 同註10，103-106。
14 參 見 Louis I. Kahn,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Architecture. 收錄於Latour, Alessandra (1991), Louis I.
Kahn － Writings, Lectures, Interviews, p. 333-343. New
York: Rizzoli.

15 參見勞倫斯 哈普林著/王錦堂譯（1983）：人類環境中的創
造過程，58-63。台北：台隆書店。

16 同註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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