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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何谓建筑——藤森照信的建筑思考》中，藤森照信根据自己对建筑的经验和理念，并通过与安藤
忠雄、伊东丰雄、隈研吾、原广司等15位建筑师、建筑评论家之间的建筑问答，逐渐展开“何谓建筑
”的思考。15位提问者皆为一时之选，问与答针锋相对，部分提问者甚至反被藤森质问，你来我往之
间触及大师们建筑创作的原点。另外，《何谓建筑——藤森照信的建筑思考》一书中特别收录藤森建
筑杰作、茶室“高过庵”从构思到完成4年间的完整草图。借由本书读者可以一窥藤森照信的建筑思
考，本书不仅是认识建筑的不二之选，对于学习建筑的读者而言，更是技法思考、极具启发性的最佳
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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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
2、绳文建筑团
3、三联完成 其关于非专业化的状态和外行之间的辨析解释印象尤为深刻 代表人物则是高迪与白水先
生 还有就是关于日本红白两派建筑师和划分代际关系传承和其关于柯布新建筑五点的延伸 钢筋混凝
土玻璃到木材泥土石头 柱子土洞穴火炉屋顶 展示了另一种建造建筑体系 文字本无多出彩 其草图倒是
有点意思⋯⋯
4、总算翻完了，文不对题，既不是入门普及，又不是专业探讨。一堆人名作品真是边看边搜索，零
碎中有些值得思考的点，还有那一堆鬼画符，真的没必要一张张放上去的。
5、第一部分作者介绍现代建筑基本思想的演变和代表人物具有较高的可读性，第二部分通信部分内
容比较断层。
6、对怀旧感的想法有点意思。
7、思想很深刻，不光说建筑，也有哲学思考意味，比如提出人是靠周遭的环境来确认自身的，今天
醒来的自己还是昨天入睡前的自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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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何谓建筑》的笔记-全书

        如果说黑川纪章的建筑思想史分析社会形势，那么矶崎新的思想久久具有洞悉建筑者个人内心的
文学性质。藉由不变的建筑和城市人们得以确认“我为何是我”我从她们当中寻找到的是怀旧的情感
。建筑保存的评价标准，通常包括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日常生活中，越是重大的事物就越不会变
化。最重要的就是自然地形，富士山就是一个例子。朗香教堂   光线从各个方向射进来，所以空间变
得没有方向性，在空间上无法分辨哪里是祭坛，也不知该向那个方向前进。正觉得不知如何是好时，
身体却告诉了我们方向。面向祭坛的方向，地面微微倾斜着。这里的空间不是只靠视觉，而是靠身体
的移动来感知.时代就是抽象的国际化，人就是个别的存在。圣家族大教堂 像是在胎中的感觉，但强
度却与普通胎中的感觉不同，可以说这事在野兽的胎中，或是有一种生命正在从胎的底部不断涌出的
感觉。这是一种以大地为母体的生命现象。百水先生（洪德特瓦瑟）的真性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暂
且略去论证过程只谈结论，那不正是我们一直注视着的童真吗？因此站在百水先生的作品前，我们都
会不知不觉地想起孩童时代的往事。野口勇 《广岛原爆慰灵碑方案》具体而言，野口勇的障碍是康斯
坦丁·布朗库西，而丹下是包豪斯。在日本的现代主义阵营中，提起日本的传统都是指桂离宫，但丹
下对其表现出的轻量和明亮，概而言之就是对抽象性比较厌恶，反而更欣赏伊势神宫的存在感。他领
略到的是伊势神宫里面象征古坟时代造型的陶俑的风采。古坟的坟丘、陶俑、铜铎、勾玉等等。池边
的最小限住居，清家的森博士之家，齐藤助教授之家，丹下健三的丹下自宅，筱原一男的久我山之家
，更进一步就美感的完成度而言，齐藤助教授之家与丹下自宅达到了顶峰。白井晟一的非专业性-欢归
庄是散发非专业性光芒的最高杰作菊竹清训，1960年代后期开始到70年代，与黑川纪章等一起推动了
新陈代谢建筑运动。安东尼·雷蒙德：捷克出身的建筑家。师从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919年作
为帝国饭店的设计助手来到日本，在日本创建了雷蒙德建筑事务所，并留下了很多现代主义建筑。安
东尼·雷蒙德在细节方面考虑很周全，他曾来日本学习木质构造，所以雷蒙德的实操细则则传到了前
川国难事务所，前川国男事务所的实操细则则流传到了丹下健三的事务所，然后从丹下传给了矶崎先
生。伊东丰雄先生对此有很大反应。他也是最近才注意到外行的，普通大众的问题。问他什么时候开
始的，他说：之前无论自己怎样努力创作出来的作品，除了建筑家们谁都不会感兴趣。也不能成为谈
论的话题。但是，据说从仙台多媒体中心（2000年）开始，普通大众开始对此抱有一点兴趣，就是对
那种造型感兴趣，所以我意识到要将注意力转向非专业性方面。转向外行所喜爱的那种惊艳。“因此
，最近伊东建筑能被外行接受，是有意识而为之。原广司先生《村落教义100条》因为那个时候是不自
觉的建造，所以反而将人们内心深处的无意识的世界表现了出来。藤本壮介先生的T  house 和西泽立
卫先生的森山邸中具有原始性。妹岛和世的梅林之家很像撒丁岛的古代塔状建筑，里面空间很小，但
是感觉相当好。21世纪建筑的重大课题，毫无疑问就是历史和自然。建筑家有些清高，发射火箭也只
是”啊，这样啊“，感觉不以为然，当时并没有在意到落后了。现在仍然是这样。比起信息技术、高
新生物等开拓时代潮流的尖端科学技术，已经相当落后。数寄屋出现于江户时代初期，距今约400年前
。在欧洲，正值巴洛克样时期。虽然现在欧洲已经没有建筑家创作巴洛克样式，但是矶崎新和安藤忠
雄先生仍在平静地创作数寄屋和茶室。原要创作时，只要有1%像自己的风格，就是处女作了。现在的
建筑家们只热衷于这种人造物的讲究，藤森用”蒲公英“一词就将他们所有人都彻底击倒了。蒲公英
之家：藤森自宅。附近有很多群生的日本蒲公英，所以把它也种在了屋顶上。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
，以”银色礼帽“为前阵，伊东如决堤般打开了建筑的碎片化、轻量化、漂浮化的潮流。其中孵化出
了妹岛和世，接着西泽立卫登台亮相。伊东在时代动向上德敏感度是超群的。伊东忠太：建筑家、建
筑史家，师从辰野金吾。历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早稻田大学教授。人类自己与时间的同一性，实际
上不存在于人的内部，而是存在于外部，外部事物与时间的同一性会通过视觉传动到人的内部，以确
保人们自己与时间的同一性。这就是对人而言，为什么历史建筑物是不可或缺的原理。这是眼力胜负
的比赛。到底是建筑胜利，还是建筑侦探的眼睛胜利？例如，参观历史名作，如果只想到了目前为止
他人所表达出的看法，就是输。如果仅仅指出了这位建筑家在设计这栋建筑物的意识，以及其他人所
写出来留下来的内容，就是输。如果是被它的出色感动，但却不能依据设计说明具体出色在那里，这
也是输。即使对方的作品是拙作，没有价值的情况也是一样，是比例不好；整体的形状与实操细则不
吻合，材料的组装不细致，或是想法走在前面，形状气势却消失了。如果不找到诸如此类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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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输。注意到设计者考虑范围之外的背景，思考之所以成为名作的理由，学习此前不知道的秘诀
，指出是拙作的原因，就是赢。如果重复几千遍到访，参观，询问，阅读，思考，书写的循环，无论
是谁都会取得成绩。现在我关心的是因领域、国家、文化不同而是形成各式各样分化之前的状态，想
要追寻到分化之前，然后再开始创作看看。《丹下健三》想要建造建筑物在世界上刚刚诞生瞬间那样
，也可以说是原始的国际样式的建筑。立体主义：随着视点地移动，将对象分成多个面、并在抽象化
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构成的美术变现。其一，就是更加推进了立体主义解剖绘画的发展，指超越对象
的存在，将线、面和颜色单纯化的蒙德里安和康定斯基的抽象变现之道。包豪斯正是应此动向而诞生
了建筑版本。几乎同时突然出现了两个拒绝将线、面和颜色单纯化的发展方向。其一，是将艺术的概
念及其本身解体的达达主义（萨尔瓦多·达利，西班牙画家），其二，是运用具象画的技法，描绘下
意识和梦幻的超现实主义。第一点，在研究生课程的第一天，原老师就告诉我们现代主义的原点并不
是柯布，而是追求抽象性的密斯，这一点后来成为我的现代主义论的基础。所谓历史就是对过去的解
释，所谓表现就是对现状的创造，你是怎么处理这两者的？我想恐怕是我面向过去而创作，走这条弯
弯曲曲的道路，使事态很难令人理解的原因吧。因为虽然是新创作的(没有看见过)，却是（创作的）
过去（怀念）。针对现代绳纹住宅提出的藤森无原则  未来的原初性  首先是材料，在钢铁、玻璃和混
凝土的方向上延伸出木材、泥土、石材三种。大地就是岩石层上面的泥土，然后在泥土上种植树木
。1柱子2土3洞穴 洞穴撼动的不是人的精神，而是感觉，对感觉进行解放。这种完全打开状态的感觉
，在未按之中捕捉从入口射来的光，触及地面时的感觉，潮湿的空气，虫鸣，泥土气息等，这是一种
在外面无法比拟的、微妙的、细微的感觉。只身于洞穴之中，人们或许会忘记了身体，理智和精神，
所有的一切都只化为感觉上的存在。1960年代后半期开始到70年代，日本的一部分青年建筑家将自己
封闭在清水混凝土厚厚的墙壁中。质疑的人回忆一下他们的成名作就可以理解。安藤忠雄的住吉之长
屋不用说窗户，连门都看不见。伊东丰雄的中野本町之家可以看见门，却没有窗户。石山修武的幻庵
钻到土堆里去了，毛纲毅旷的反住器封闭在三重套匣里，坂本一成主张自闭性住宅。后来桢文彦将他
们称为”野武士“，他们好像通过将自我封闭在洞穴中而确认什么，并在后来取得了日本建筑界的领
导地位。4火赖特描绘的平面设计图常常以火炉为中心，正是火炉的火成就了”落水山庄“的魅力。5
屋顶神灵灭亡了，屋顶也灭亡了。在建筑的世界中，首先是神灵灭亡，接下来是自然灭亡。屋顶另外
的魅力在于调节着建筑与大地的关系。具有融入周围的自然景观的力量。其理由就是屋顶的山形与周
围的山形相似，屋顶盖在大地上的形状，屋檐伸出地面的形状等，概而言之，屋顶原本就沉浸在自然
中。我常常在想建筑无非是两件事，建造和思考，就是实物和语言。建造实物的是建筑师，用语言思
考的是建筑师家。我想历史基本上就是逝去的事物。我想撰写使它苏醒的历史。

2、《何谓建筑》的笔记-第26页

        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确认自己的连续性，如果欠缺了，就好像自己连续的一部分欠缺了一样，感
到不安。我们正是在不变的建筑物和都市中，确认“我为何是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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