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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欣赏建筑》

内容概要

著名建筑学家汉宝德，以古今中西十七座经典建筑为例，带领读者认识、理解，进而欣赏建筑之美。
全书以游记式的轻松笔调，将这些建筑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又层层剖析它们的内涵深意，是一部具
有典范性的建筑美学普及读本。作者以个人多年经验及阅历，将认为值得介绍给广大读者的建筑物，
用一种导览的口气，陈示在大家面前，让读者们可以多认识些建筑，进而欣赏建筑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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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欣赏建筑》

作者简介

汉宝德，1934年生于山东日照。台湾成功大学建筑学士，美国哈佛大学筑硕士，普林斯顿大学艺术硕
士。曾任台湾东海大学建筑系主任、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台南艺术学院校长。在推动台湾现代建筑
发展、建筑教育、文化资产保存等方面，都有卓越成就。著述亦丰厚，有《建筑的精神向度》、《为
建筑看相》、《中国建筑文化讲座》、《如何培养美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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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欣赏建筑》

书籍目录

前言 莱特：西塔里生的感动 凝固的音乐：廊香圣母堂 典雅的台湾博物馆 台南的武庙与大天后宫 精致
的火柴盒：剑桥国王学院教堂 凡·德·罗：钢骨玻璃之美 霍尔：罗耀拉纪念教堂 颠覆现代主义美学
：哥伦布小镇上的消防站 陈其宽（或贝聿铭）：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 泰姬玛哈陵：世上最美的坟墓 
高迪：游戏、幻象与美感 金门王宅：窄巷的天际线 巴黎群贤堂：圆顶建筑与都市空间 徽式建筑：宏
村的自然错落之美 悉尼歌剧院：令人难忘的国家地标 京都平等院：像振翅待飞的凤凰 洛韶山庄：白
色的几何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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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欣赏建筑》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同时，国王学院教堂也合乎空、实对比的原则。大玻璃窗的拱是略见扁平的都铎
（Tudor）式拱，不尖、不圆，显得平和、近人。最上面是钝三角顶，小小的十字架与透空的十字屏
，暗示了建筑的属性。下面石屏的大门上的国王标章，是这建筑外观仅有的装饰。 走到院子里可以看
到它的侧面，是由十二个柱间组成的，柱问都是同样的玻璃窗，是很简单美观的韵律。柱子上面都是
小尖塔，然后是屋顶的封檐。在这里可以看到中世纪建筑的特色：石拱壁。从侧面看，按照结构上轻
下重的逻辑，自上而下，共分五段，愈下面愈凸出，到了地面，柱子就变成墙壁，成为室内周边的一
圈房间，同时也有在心理上稳定结构的作用。 适当的扇形拱顶 室内的空间，也是英国中古建筑的重
要作品，在这里特别要谈一谈国王学院教堂的扇形拱顶。 十五世纪的建筑既然已去装饰化，回归简洁
的结构理性了，为什么到了国王学院教堂，抬头看去，拱顶是那么漂亮的扇面装饰呢? 原来哥特建筑
的学问十之八九与拱顶有关。早期的哥特只用筋拱，是柱间石砌尖拱为骨架，中间砌石填起。技术成
熟了，就在拱上出花样，用筋做出各种图案。这种做法在英国、德国，甚至法国南部都流行着，只是
繁简不同，英国的装饰式拱顶特别繁复。我们略过专业的知识，只简单地说，拱顶结构是匠师们发挥
天才的地方。 到了理性的垂直时期，建筑体上不再装饰，匠师们就把精力完全发挥在拱顶上了。可是
这时期的拱顶的图案已经与结构无关，这时的拱顶已进步到薄壳结构了，匠师的技术与二十世纪的结
构工程师可以连上关系，只是特别难施工而已。拱面上的图案是一种平面设计，呈现美丽的造型，也
突显合理的结构。这种扇形拱顶，以威斯敏斯特的亨利七世礼拜堂为最华丽，牛津教堂也很花巧，但
以国王学院教堂最为适当，令人感奋而不觉怪异。 仔细欣赏，在简单的长方形中，这是一个聪明的、
组织紧凑又富于韵律感的图案。倒漏斗形的造型，实际上是符合结构原理的，说明了是由柱子支撑屋
顶重量。扇子的表面虽然繁复，但以扇骨为经，圆弧为纬，构成具有音乐感的设计，而不失力感。这
真是值得大家驻足流连的“火柴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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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何欣赏建筑》是一部具有典范性的建筑美学普及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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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欣赏建筑》

精彩短评

1、好书，受益颇多。建议学建筑、室内的都看看。
2、建筑欣赏启蒙不错的读物，只是没有特别契合对建筑描述的配图，表达效果打了折扣
3、入门书
4、是汉宝德给某杂志写的专栏的合集，质量参差，总体比较浅。倒还是有一些热情的。
5、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平衡
6、任意一个都想去实地看看啊
7、读之前以为能得到些什么，读完了有一种什么也没得到的愤懑，写的太浅了。
8、如果不是空间感太差，简直想学建筑
9、假期用碎片时间读完的。可惜，对毫无建筑学基础的我来说，通过此书想摸到些许欣赏建筑的门
道恐是无功而返。但开卷有益，如一位书评中所言，以后看到心仪的建筑，至少“可以尝试去从秩序
变化韵律节奏装饰框架结构功能环境颜色材质光线声音这些复杂到要死的视角品读了”。如是，也想
找本如何欣赏印象派画作的入门书读读，至少可以和正临摹大师画作的孩子有点对话基础......
10、大概可以改书名为《建筑家谈论的建筑》。作者的私人感受而已。倒是作者对于世界的态度可以
引人（我）注意。
11、科普一下，对于如何欣赏需要形成自己的见解，大师的指导也是有必要的~~~
12、主要介绍古今中外十个有代表性的（有宏大的也有小品）建筑，解说文字浅易，带有一定的故事
性，图文并茂，是刊物专栏文章的结集，一如三联早前为汉宝德出过的书，适合普通读者入门。
13、不成系统就只能叫随笔吧。
14、把复杂的东西解释的浅显易懂才是本事，字里行间透着作者“国民美育”的诚意。插图精致清晰
。并没有搞成硬皮精装版，三十来元小小一册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并非专业读者理解起来毫不生涩，
在我看来，真是良心之作！
15、尊重老爷子的专业性，但内容过散，有建筑基础去看比较容易理解，反而不像书名那么平易近人
16、適合不懂建築的人閱讀, 可以抓到一些欣賞建築美的方法
17、在读，字里行间能够看出老先生的性格，说自己对人对己严苛，后来性格和缓，学生们才没有那
么怕他⋯⋯读起来觉得很可爱，是像巴金老先生那样可爱，平时的语言，直率的性格，他描绘的建筑
也带上了他的感情色彩，让冷冰冰的混凝土鲜活起来。        
18、国内的现代建筑的确是没什么让人难忘的,早一百年是民贫积弱,到现在虽然有钱了,却总想搞点什
么世界之最赚赚噱头
19、小小一本，精致可爱。国民美育，就从这本随手小札开始
20、我的建筑入门书籍
21、9.1
22、喜欢看这样纯粹而有内涵的书，读这样的书会使我们享受阅读的愉悦，会净化我们的心灵。
23、未看完，不评论，评论有字数限制不喜欢，和书无关
24、通俗易懂，但有点过于浅尝辄止
25、小品文，适合在轻松闲适的环境下阅读，对建筑审美的一种了解。唔，果然适合座火车的时候看
。
26、看了此书 更想去台湾和日本  也搞清了古典建筑和古典主义建筑的区别
27、有料。
28、散乱
29、书还可以吧！有图有内容！
30、可能是真的建筑师不善言表。。。看着挺累，而且建筑都不是那么有特色和代表性，不过朗香教
堂那段的内容是我头一次看见有正面解释的
31、一本建筑领域的科普读物，且闲读之。
32、书名虽是“如何欣赏建筑”，但内容并不成体系，这应该和本书为专栏文章合集的性质有关，写
法也算不上深入浅出，简单来说是选择了一些知名建筑，从情怀的角度做了分析和评论，看完是不能
找到“如何欣赏建筑”的答案。并不觉得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答案，和建筑欣赏者本身的因素更紧密相
关。轻快的行文风格和这些建筑案例的轶事，适合闲来无事时翻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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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欣赏建筑》

33、科普入门随笔
34、一直很崇拜建筑师的工作，一是因为他们将感性的艺术与理性的科学完美结合，二是因为终其一
生他们总能在世界上留下些什么。读完此书更是钦佩不已。每一个经典的建筑都考虑周全、责任重大
。作者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我看这都无法概括建筑的伟大
35、这种书其实就跟旅游游记一样 读的感受跟真正体验会差很多只是从中能稍微了解一点建筑业内的
轶事作者文笔一般 图也不甚详尽 不值这个价
36、每天看一两篇，对于怎么看建筑，最少知道了一些基本的简单概念，如功能、结构和外形的关系
，作为入门读读，略有用。
37、入门级别，如果能再多的介绍有关建筑结构就更好了
38、啧
39、入门，可读
40、From aug4 to aug27 
41、文笔感觉没什么吸引，图片很漂亮
42、
43、汉宝德老师的书也是必读的，本本都是经典。本书适合非建筑类专业但是对建筑欣赏感兴趣的人
阅读，很有收获
44、主观感受加一部分入门级建筑知识讲解 倒是个收集素材的选择
45、还行，作为一本建筑学入门的书籍，是一本呢很好的建筑观普及的书籍！~
46、说明图还是不够，看的略吃力。20160405
47、对于初学者案例学习足够了的
48、还以为是系统的书，结果都是小文小例，但终归作者中肯，还是可以一看。
49、我小时候众多梦想中，有一个是成为建筑师。宣对宏村建筑的介绍
50、也可以吧~个人最喜欢的关于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的那一篇。语言确实是简单。
51、这是一本入门级的读物，介绍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建筑物，对于喜欢建筑的大众而言，很对胃口，
插图也很美，喜欢
52、看在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份上买的，也算是涉猎一下，作者所说的方法没有普遍性，只能说是他对
于建筑的看法。
53、可能是作者为了让外行也能看懂，所以写的很朴实。但是有些过于朴实了⋯啰嗦的话有点儿多，
实用的内容有些少
54、不错的一本书，适合非专科的人从逻辑层面上欣赏有名建筑的特色~~喜欢朗香教堂，喜欢窄巷，
想再去台湾看看建筑
55、审美品味的确是需要培养的，不过所谓眼光、品味之类的养成，尤其对于建筑，终究还是要走出
家门去多看看这个世界吧，一本小书能帮你的毕竟有限。什么时候不用捧着本XX手册、看着别人头头
是道的分析你也能体味出什么是真正的“美”，那才是真的有“眼光”了。
56、建筑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艺术，这本书昭示建筑理性与艺术的两面，提醒我们那些耐人寻味的细节
处的匠心独蕴。
57、小品集锦。选题略微有点偏，介绍也不够系统。
58、选了十个有趣的建筑，深入浅出的介绍，非常棒。唯一的遗憾是作者是台湾建筑师，大陆的建筑
基本没有。
59、娓娓道来，平易近人的一本建筑鉴赏书。对于初学者来说，是对建筑认识的一个好的开端。但是
所介绍的建筑过多关注外部形式与符号，美中不足的是还想要更多了解内部空间的联系吧。
60、通俗易懂就是好
61、汉宝德的建筑学入门级书目，可以一看
62、花这几十块钱 听老学究念叨他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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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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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欣赏建筑》

章节试读

1、《如何欣赏建筑》的笔记-第68页

        我生性保守，所以在前卫的当代建筑中，很少有我非常欣赏的作品。并不是我不喜欢它们的造型
：有些作品的造型确实很动人，但是在我看来，那是雕塑艺术，不是建筑。

勉强把建筑做成雕塑，会混淆了这两种艺术的原有的精神，对两者都不是好事。对雕塑的影响暂且不
提，它对建筑至少带来两大困扰。第一是建筑内部空间与功能需求无法吻合，常有削足适履之感；第
二，雕塑体过分庞大，对都市空间形成压力，破坏建筑群的和谐。而自古以来，合乎功能与周遭环境
的和谐共处，都是建筑的重要原则。前卫建筑师要造反，我们能容得他们任性胡来，还要夸他们有创
意、领先时代风格吗？

2、《如何欣赏建筑》的笔记-第141页

        在若干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砌墙的文化。国界曾是一条万里长城，城市是指一
圈城墙，住家是指院落的围墙。不懂得欣赏墙壁之美，无法欣赏中国的空间文化。

金门王宅：

3、《如何欣赏建筑》的笔记-高迪:游戏、幻象与美感

        

4、《如何欣赏建筑》的笔记-第141页

        高高的马头墙彰显着中国的砌墙文化和传统，像一面自己的旗帜，围合起中国人对于家的理解。

5、《如何欣赏建筑》的笔记-第21页

        

6、《如何欣赏建筑》的笔记-第1页

        文笔隽永，过渡自然，很耐读。
一共讲了古今中外的17座建筑。
谈基督教堂的有4篇，朗香教堂、剑桥国王学院教堂、罗耀拉纪念教堂（本书封面）、东海大学路思
义教堂等，按照作者的说法，美国新建的市郊社区都少不了教堂，我像这种建筑类似古代中国地方的
儒道庙观和神灵祭祀建筑体系吧。
谈东方古建的有4篇，台南的武庙与大天后宫、金门王宅、徽式建筑的代表宏村、京都平等院等，让
人进一步理解了东方建筑之美。
谈西洋学院派建筑的有2篇，典雅的台湾博物馆、巴黎群贤堂等。
谈现代建筑的有3篇，高迪的米拉之居、悉尼歌剧院、洛韶山庄等。
谈学校建筑的2篇，西塔里生、密斯的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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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反现代主义美学的1篇，哥伦布小镇上的消防站等。
谈陵墓的1篇，泰姬陵。

7、《如何欣赏建筑》的笔记-第11页

        这本书适合我这种对建筑有兴趣的门外汉来读。每次看到这本书就会想起长安街边一间古香古色
的三味书屋和一位很NICE的书店老板娘。有些人见了一次就会再也忘记不了，不是貌美容颜，不是优
美嗓音，而是由内而外美好的气质：）

8、《如何欣赏建筑》的笔记-第1页

        

这本书的封面，一本很值得欣赏的书，里边介绍的各类的建筑都有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美感，无论何
时欣赏，都会给人一种特殊的艺术熏染。
这本书我看过之后偷偷的拍了照片收藏了，怕我的电脑不时的被侵入，偷袭掉，就想将它收到这里，
不知这样会书的封面不会有侵权行为，但就是如此，才知道这本书当闲来无事的时候随手翻翻，都是
不错的享受，没有机会远游的人，通过此种方式来扩大自己的视野也是不错的选择，等到有一天有机
会实际去欣赏的时候，也不会突兀到不知如何欣赏那凝固的美，好的建筑无论从色彩，景观，功能和
使用的人的感受都会觉得是一种享受，精神层面和身体方面都会如此，看了他们就会有种久别重逢、
他乡遇故知的感受，这本书里介绍的很多建筑虽然大多都是一些小而巧的建筑，但是却涵盖了多种的
艺术元素和人文文化，有的时候更是一种感官上的满足感。能够如此保留下来的这样的建筑或许不是
众多的，但能够保留下来就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喜欢静静地欣赏一本书带给我的一种愉悦感。

9、《如何欣赏建筑》的笔记-第81页

        ⋯⋯现代建筑思想真的想红要原则中几个简单的铁律。现代思想中最重要的建筑观，是形式与功
能应相契合，就是室内的用途与外观互相说明。其次是形式与结构要互相应和，也就是说，外观与结
构力学逻辑的产物。所以最高的成就是形式、功能、结构完全的契合所得到的美感。做不到，至少要
符合两个原则之一。这也是现代建筑的两大体系的分野：前者是功能主义，后者是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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