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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身体记忆与建筑: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的后半部，我们讨论了“身体一图像”理论的私
人暗示和公共暗示之间的关系，回顾了身体运动的主题，并继续讨论建筑形式和形式关系的特殊语汇
。这几章意味着将建筑实例与我们早期的理论主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助于读者理解，也是我们在
最后一章中尝试着更明确地进行分析。因此，我们的书试图再次考证身体在建筑中的重要性。在第一
章的论述中，回顾西方历史，“身体作为建筑思想的中心有多久”为一种暗示，我们回顾了许多重要
的事件。我们提出，直到现代设计学院出现的前后过程中，建筑的信仰才变得如此强调“理性”，并
且分析了属于建筑观点转变的后笛卡儿哲学和心理学的思想争论。随后的几章内容，是我们研究的焦
点。在此，我们回顾了一些感觉模式，这些感觉模式已经在20世纪颇有影响；我们还十分详细地研究
了身体——图像理论的某些含意，重视触觉的理论发展。我们相信三维的最基本且难忘的感觉在于身
体的体验，而这种感觉可能在我们体验建筑的过程中，是组成理解空间、感受空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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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耶鲁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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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记忆与建筑》

书籍目录

前言致谢第一章 超越身体的边界第二章 建筑的机械化第三章 美感第四章 20世纪的一些感觉模型第五
章 身体一意象理论第六章 身体、记忆与社会第七章 身体运动罗伯特·尤道第八章 场所、路径、模式
与边界第九章 纪念场所中的人性结语注释参考书目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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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建筑的机械化　　从路易十四到我们今天，建筑的主题和设计已经变成专门围绕功能来组
织。办公大楼、公寓以及医学“综合体”的建造和接纳，仅仅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专门的目的，无论
它们可能怎样充满敬意，但它们并不依赖于历史和人类环境。它们被接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启蒙运
动时期。　　那些忽视和排斥将人类自身与秩序（基于人类的一部分）延伸进入一种“种族领地”，
这种具备常规功能的专门建筑，早在17世纪就已经在学术上被认可了，也就是西欧开始工业化的时候
。在那个时期，人类永恒神圣的主题——贵族和教堂，受到了工程师、军事家和工厂主的挑战，他们
的影响迅速扩展开来。　　在建筑中。身体的存在作为一种“神圣的”组织原则，后来转变为较机械
的组织方式，其动力来自伽利略所支持的论点——数学测量与实验是物理真实的标准。自由落体的远
距离观察和数学分析对于伽利略来说，能够描述一个遵守机械规律的世界，而人体以及布满繁星的天
空也属于这个世界。在伽利略之前，设想一座赞美人体特性的建筑是很自然的，而且很容易相信这个
身体属于一位神圣的权威。然而，如果认为人体能遵守机械规律，那么为人体服务的建筑是否也将遵
守机械规律？对于支配所有身体形式的新规律的研究，通过国立科学院的建立以及遍布欧洲的学院，
则成为一种机构制度化了。　　皇家建筑学院（1671年由科尔贝创立于巴黎），以及那个时期的其他
皇家学院，都是在一系列新规范的前提下创立的，与古典的规范相反：依据新规范所构成的事物从诗
歌到桥梁，从柱廊到天文学的器械，从棱堡到挂毯⋯⋯这些“规律”是在对自然界客观观察的过程中
寻求而来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由古典的权威形式所强加的⋯⋯然而，古典概念上的框架涉及一
系列由神圣原则保证的设计结果，而现代的规范则保证最实用、最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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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属于现象学吧
2、说的是设计要注重身体体验，而不是视觉刺激...
3、像是碎片集
4、文章内容少有些干涩，但是 还是值得一看
5、《身体记忆与建筑: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的后半部，我们讨论了“身体一图像”理论
的私人暗示和公共暗示之间的关系，回顾了身体运动的主题，并继续讨论建筑形式和形式关系的特殊
语汇。这几章意味着将建筑实例与我们早期的理论主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助于读者理解，也是我
们在最后一章中尝试着更明确地进行分析。因此，我们的书试图再次考证身体在建筑中的重要性。在
第一章的论述中，回顾西方历史，“身体作为建筑思想的中心有多久”为一种暗示，我们回顾了许多
重要的事件。我们提出，直到现代设计学院出现的前后过程中，建筑的信仰才变得如此强调“理性”
，并且分析了属于建筑观点转变的后笛卡儿哲学和心理学的思想争论。随后的几章内容，是我们研究
的焦点。在此，我们回顾了一些感觉模式，这些感觉模式已经在20世纪颇有影响；我们还十分详细地
研究了身体——图像理论的某些含意，重视触觉的理论发展。我们相信三维的最基本且难忘的感觉在
于身体的体验，而这种感觉可能在我们体验建筑的过程中，是组成理解空间、感受空间的基础。
6、关于认知体验的书，但是的确有些晦涩难懂
7、当代的建筑，尤其是出于中国大地上的这些建筑，愈见的看不见作为主体的人的地位，只是一个
个玻璃罩似的盒子，没了人，没了灵魂，没了叙事⋯⋯
8、值得看看，回顾乡愁。
9、入门书，有些有意思的观点
10、今天到货，只是随手翻阅，没想到停不下来，很棒的一本书。作者写的很“矜持”，没有冗长啰
嗦的解读、评论和说教，适量的资料排列、极具表象的小插图、点到即止的观点！欣赏这种“留白”
的写法！获得的比给的更多！
11、又是一本有点年头了的书，不过切入了一个独特的角度，算是开拓一下精神视角。
12、如此之理性 有点不知所云~~
13、内容有意思，一些名字提的很巧
14、理解了自己一些，并且忽然发现原来这些是要归入到“建筑现象学”去探讨的。
15、还没有看，希望这本书对我朋友有用
16、认识当当，又一次改变了我们全家的购书理念！书店——淘宝——当当~~~哈哈~~是当当让我们
全家买书更便利更实惠，是图书更能以平民的价格进入千家万户！！是我家的藏书量不断的上升，家
庭氛围变得更有文化气息！！
17、起初有很多兴奋的点，可惜挖得还不够深，提到哲学也只是简单的断章取义。
18、翻译的水平比较差，遣词造句比较生硬，不推荐。。
19、一本不错的理论书
20、挺易懂的小书~配合thinking ar 看有不少收获~插图好口爱呀！
21、书的名字很专业，不过内容有点晦涩，得仔细品品。
22、翻译坑爹，内容是后现代思路的建筑设计基础。
23、现象学小书
24、我们用身体、记忆体验空间，因而创造空间。

25、耶鲁低年级教科书
26、是不是建筑理论谈到根源总是要涉及到哲学。。
27、后现代主义理论有很重的人文主义气息，能很好的嵌入当代生活，成为它的一部分。翻译还有待
重新审视。
28、千万别听搞建筑的跟你逼逼身体，那是忽悠人的，和现象学讲的身体根本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谓历史和乡土，在摩尔那些玩世不恭的后现代建筑师手里就是微缩景观和风景明信片，不是历史主
义而是消费主义。
29、建筑现象学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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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还没看,但估计是错的书.
31、经典书籍挺好
32、适合研究环境行为心理学的孩儿们仔细读读！
33、不错的一本书
34、完全是我的建筑观，从17岁开始不停在想的事，终于看到有书在讲了TAT
35、简易 明了 强调感官
36、将人置于建筑才是建筑的根本
37、还不错啊，，但好像，读起来有些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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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坚持看完了这本书。首先是感觉翻译的太次了，好多术语都说不清楚；其次就是内容，好多东西
和理论都没有深化，只是肤浅的谈了一下，不痛不痒的，设计建筑哲学层面的理论更是让人费解；不
过还是有一些收获的，书中介绍了人与建筑的各种关系和比例尺度等问题，很形象，图文并茂，有助
于读者的理解，至于哲学方面的东西，有一些还是很有用的，在这里就不做解释了。。。。。。

Page 8



《身体，记忆与建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