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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中发现梦想》

内容概要

圣托里尼岛的纯白建筑群是否也是你心目中最罗曼蒂克的目的地？
那你是否知道，层层叠叠的建筑是希腊岛民面对险峻山势的居住智慧？
NASA把福建土楼当成秘密大炮的新闻是否也曾让你开怀一笑？
那你是否知道，这是“家族”意识浓厚的客家住民在宣扬“族群”的凝聚力？
意大利美丽的 “丽树镇”，斗笠一般的小房子是否像镇名一样宛若童话中走出？
你可否知道，那斗笠是当地人为了逃避房屋税，建造的可随时拆卸的屋顶？
那些我们在旅行目的地感慨的风景，那些被我们当成背景拍照留念的房屋，是人们 “住下去”与“活
下去”的信念集合体。
建筑就是生活本身的纪念碑。
阅读建筑，观看生活。
《在建筑中发现梦想》是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在日本NHK大众讲堂进行建筑讲座的讲义集合，与此前安
藤的其他文字不同，《在建筑中发现梦想》是一本回归建筑本真问题的书，集中了“我们为什么建筑
？”“建筑真实又为何？”的讨论。建筑家安藤忠雄，沿着他年少时代游学的足迹，逐一写下自己在
世界各地的建筑见闻。
而书中记录下的每一个建筑故事，都包含一段人类生活的历史，正是这些隐性的基因与密码造就了风
格各异的建筑形态。安藤在感慨建筑与社会、生活的紧密纽带同时，也在反思现代建筑带来的人与人
、人与环境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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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藤忠雄，当今世界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大师之一。他自学成才成为建筑大师。30多年的时
间里，创作了近150项国际知名的建筑作品，是日本第三位获得普利策奖的日本建筑师。安藤开创了一
套独特的建筑风格，他用清水混凝土材料以及简约的几何构成，营造出静谧、明朗的空间效果，为 传
统的日本建筑设计带来划时代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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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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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安藤忠雄自身的经历很难不成为他的卖点——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建筑科班教育，曾经尝试
做一个职业拳击手，却成为如今最活跃的世界性建筑家。国内关于安藤忠雄的书日渐多了起来，从《
建筑家安藤忠雄》，到《安藤忠雄连战连败》、《安藤忠雄的都市彷徨》、《安藤忠雄的建筑迷宫》
、《边走边思考》⋯⋯然而一一读下来，对安藤忠雄的经历见怪不怪、潜移默化中了解了他的建筑理
念时，却始终不太清楚他对建筑、包括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在建筑中发现梦想》并不能算一本很
新的书，不过大陆刚刚引进罢了。这种出版时间上的滞后并不影响这本书在表达安藤忠雄对建筑的思
考时的力度。尽管还是无法彻底弄清楚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这本书在阅读性和思想性上，仅次于
《建筑家安藤忠雄》和《安藤忠雄的建筑迷宫》。建筑早已超越其本身的功能，既是建筑家表达个人
的理念和思想的媒介，也是观赏者去感受建筑本身所具有的美感以及与环境互动所产生的美的媒介。
尽管依然有人诟病：从勒·柯布西耶起，世界的建筑进入了几何体为主流、功能主义至上的时代。大
众却依旧在耳濡目染下，接纳了当代建筑突出的几何体独特的规范性美感。不能忽略的是，建筑是有
传承的。当然，在城市中的建筑，相对而言更有力度，也更加复杂（不仅仅是结构设计的复杂）。安
藤忠雄多次游历欧洲，他对城市的建筑群落有着自己的思考——住宅是一切建筑的原点、广场的功能
是对人性的丰富、城市中的生活便利依赖于建筑⋯⋯看到他的这些观点，如果抛开安藤忠雄作为建筑
家的身份，他依然会是一个去感受世界、确定自己要做些什么的人。这种通过寻找最终知道自己想做
什么和该怎么做，就是梦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梦想，更遑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太多的人，每天从事的工作是在现实逼迫下不得不做的养家糊口的事情。太多的人，嘴巴里讲的梦想
是别人告诉他的，是和他心里面那个真真实实的梦想完全不搭边的。和现实相比，梦想很奢侈。然而
，喜欢安藤忠雄，从最初喜欢他清水混凝土搭配几何体的独一无二的建筑风格，到后来惊讶于他的成
功经历，直到如今了解了更多他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注入到建筑设计中去，这种喜欢的过程是“作品
——人——精神”，是一种越来越深的喜欢。作为读者的你，不懂建筑，也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你依
然年轻，或者依然有一颗年轻的心，虽然梦想遥远、奢侈，但请不要忽视梦想的珍贵。去旅行，在旅
行中感悟，勇敢点，寻找自己的梦想。哪怕最终没有找到，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
。----------------------------------------------------分割线-------------------------------------------------------
原创公共微信book-life关注与介绍：艺术、建筑和清新感文字（书叔有话说）
2、五星推荐！曾经受《源泉》影响，陷入建筑只应是“供人居住的机器”的桎梏，直到看完这本书
，是本能让人对建筑感兴趣，想去解读建筑美感、思考建筑为何而建的书。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安
藤忠雄，不仅是位优秀的建筑师，也是一位建筑的反思者，还很擅长用文字表达这种反思。全书都在
围绕他对建筑的各个元素的理解和思考，表达他创造具有生命力的建筑的理念。柯布西耶说，建筑是
供人居住的机器。密斯，要创造普遍空间。伍重，打造出能够与场域对话的建筑。赖特，有机建筑，
饱含强烈个性生命力的建筑。每个建筑师都是操纵空间与光线的艺术家。发现他的作品大多集中在兵
库县，有机会一定要去，还要去京都感受日式庭院的“感性”。
3、住宅：我曾以为国外的建筑都是那么的富有激情，对于日本的建筑当然也是充满了喜爱，那在现
代感中洋溢着东方的魅力。从安藤的笔下了解到日本也存在着像我们现在一样的金钱与利益的交易，
住房不再拥有了个性，每一栋的背后都是金钱的影子。正如勒柯布西耶所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当
下的时代无处不充满着这机械般没有生气的房子。群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对于我们目前的
生活，有很多建筑也是成百上千人使用，但是却没有像土楼或者圣托里尼这样的聚落感。安藤的说法
很对，这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主体，但又过分注重隐私。广场：西欧的广场，强调空间感，也就是要
有连续的墙来做围合。我们并不需要学习他们的造型手法，而是他们对于广场的需求以及充分利用广
场的市民公共精神！能够带给城市群聚而居的丰富样貌的广场，首先必须要能确立个人的主体地位，
再来需要身为共同体一员的公共意识。如果这种心态没有变，对于中国的二线三线城市而言，由政府
决定的丰功伟绩的广场不会在社会上发挥充足的价值。理想城市:为什么早期对于新形态城市说对于更
美好的生活基于城市变得美好的理想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城市是他的居民身为共同体通过多年的经营
，培育形成的，而不是规划师简单的对于功能的判断就能得出一个美好的城市。堪培拉和巴西利亚，
因为功能而成的新型城市，因为疏远饱受诟病。在城市大规模改建的路上，巴黎走的很好，很重要的
原因就有市民作为共同体拥有共意识，对于城市问题的积极思考和参与，是巴黎城市改造成功的基石
。城市的记忆： 城市文化奠定于历史于人们记忆的累积，有时那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建筑物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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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中发现梦想》

影，或是街道氛围等感觉。不过城市文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人们共有的原始记忆，超越时代的流传
下去。要培养城市文化并不是单纯地把旧事物毁坏后拿新的事物代替，要懂得保存才能获得真正的丰
富性。我们应该为了保存城市记忆做努力！对话: 建筑绝不是靠着只靠着纪念就能成立的，建筑要顺
利诞生，必须要有建筑与场所，历史社会等等的对话。建筑不能离开它所在的土地，忽视场域，那么
建筑很难焕发生机，也就很难迸发出自己的力量。回顾悉尼歌剧院，Utzon设计的白帆在功能主义全
胜的时代具有多么非凡的意义，现在，悉尼歌剧院迸发出的力量已经让它成为了澳大利亚的象征。试
想如果悉尼歌剧院的白帆不是扬在悉尼海港，这白帆如何才能起航？与环境共鸣创造出更大活力的还
让我想起贝聿铭在卢浮宫旁的玻璃金字塔。现代建筑语言与历史建筑的对话同样也为巴黎增添了城市
活力。禁不住感叹在对话之间竟有如此多的结果，都大放异彩！让人感动。
4、&quot;现代的根本，是以合理性、论述性阐释世界，并试图对其赋予合理秩序的精神。而现代的典
型，则是象征功能、构造与普遍性的“机械”。由于机械的诞生，人们对住宅的需求，也变成了追求
一个作为寝食场所能够高效运作的空间，因此诞生了独立专用住宅这种新的形式。这也意味着，人们
顺从工业化社会，发展出新的职住分离的生活形态&quot;&quot;　　在思考群聚而居的意义与丰富性
时，我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是中国南部福建省的客家人所建造的集合住宅。在这种被称为“土楼”的建
筑物中，大的地方可让人群居在一起。土楼的结构，是以直径数十米的中庭为中心，居住空间以环状
的形式层层堆叠，一楼为厨房等公共空间，二楼是仓库，三楼、四楼是寝室，以相当简单扼要的秩序
进行机能的分配。这种集合形式呈现出独具一格的大家族制度，也就是客家人的共同生活方式
。&quot;&quot;　　巴黎是个在群居文化上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自古以来，不同阶层的人们就杂居
于一个公寓中，各自经营着共同体。对里头的居民而言，希望在同一栋建筑物中以不同的水平、形式
居住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代表着“个人”的生活方式获得尊重，如果“个人”没有被尊重，丰富多
元的“公共”就不可能成立&quot;&quot;商店街的起源之一，是19世纪前半叶的巴黎。运用在工业革
命中登场的钢铁与玻璃，巴黎开始建造起许多明亮的商店街。商店街中设置了商店、餐厅、剧场等，
新时代的街道空间席卷了当时的巴黎。&quot;&quot;　　帝国大厦能够缩短工程时数的主因之一，是
在设计阶段时彻底将建材预制件[1]化（Prefabrication Method）。预制件与建筑生产工业化、量产化息
息相关，是思考现代建筑时非常重要的概念，而帝国大厦就是大规模的、彻底采用预制件的最早期实
例。&quot;&quot;　　所谓城市，并非都是照着城市规划者的理念及计划建造而成的。城市是不断变
化与成长的生物。当然，为了让人们在那里聚集、生存，必然会出现控制和操纵城市生长的规划理念
。但是，城市最为强韧的生命力与复杂多样的氛围，却不是出自统治者也不是规划者之手，而是来自
居民本身亲手的培育。而且越是无法用理论性、合理性收编的部分，越能孕育出城市独有的文化。也
就是说，源自人们日常生活长期培育出来的文化，正因为具有独一无二的个性，才会将人们吸引到城
市来。&quot;&quot;提到巴黎市民的居住环境，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住在被称为公寓的集合住宅里，而
居住的方式也相当特殊。公寓的一楼住着管理员，二三楼通常是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进驻。四五楼则
是学生，或是在附近工作的劳工等，也就是比较低阶层族群的生活之地。像这样阶层不同的人，却生
活在同一栋建筑物中。这样的情况对执着于土地价格、倾向以居住地段划分阶级的日本来说，实在令
人难以想象。巴黎拥有这样混合居住的文化，所以能够在每条街道上都培养出人情味浓厚的居民共同
体。这也是为什么巴黎不会排斥从世界各地而来的艺术家新秀和逃亡者，而奠定了能够接纳外来者的
历史基础。巴黎沿街林立的豪华公寓，大多是在19世纪中期至后期所建的，而奠定巴黎现代风骨的，
正是处于城市改造时代的19世纪&quot;&quot;建筑绝不是光靠概念就能成立的，建筑想要顺利降生，
必须要有建筑与场所、历史、社会等现代理论的“对话”。&quot;&quot;现在的社会正向高度信息化
迈进，以空间来衡量距离不再具有意义，丧失地域特色亦即全球同质化的风潮，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
。但是人既然活在真实的世界中，场域就是人类摸索自我存在的地方，建筑再怎么说都是特定场域既
有的存在。要以什么为主题来创造建筑，我想每个设计者都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不过就我来说，区域
特性就像一条线索，同时也是需要对抗的对&quot;&quot;精挑细选的土地、运用地形的布置手法、精
确计算过的通道之妙——庭园呈现出参与其营造的人或共同体所描绘的梦之世界&qu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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