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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成/反建筑史》

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日本著名建筑师矶崎新的反建筑理论和工程项目。未建成是20世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并
撼动着现实的建筑界。没有未建成，就谈不了20世纪的建筑史。未建成由于没有实现，所以并未受到
物质世界的污染，对它永远可以任意解释。这本出版于21世纪之初的书提出一个反论：建筑史（即建
筑叙述）是由非时间的事物构成的。矶崎新的语言总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他曾经述说的“反建筑”正
是建筑本身。⋯⋯也就是说，惟有“反建筑史”才是“建筑史”。矶崎新在20世纪的下半叶开始他的
事业，那时媒体正在加速发展，时间不再总是直线向前，而是不时地回流。本书介绍他40年的设计中
每10年里的代表性的未建成作品。在下一个千年来临之时，大部分现存的20世纪建筑将不复存在。建
筑历史学家易地怎样回顾20世纪？只有少数的实物史料得以传世，媒体储存的信息将成为依据。⋯⋯
将来的人们，却有可能在矶崎新的未建成作品中，发现21世纪建筑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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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成/反建筑史》

作者简介

矶崎新，建筑师。1931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市。196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数学与物理学系研究生院，建筑
学博士。1963年成立矶崎新工作室。
    主要作品：大分县立图书馆、群马县立近代美术馆、筑波中心大楼、洛杉矶现代美术馆、巴塞罗那
体育馆、水户艺术馆、B-con Plaza、克拉科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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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成/反建筑史》

书籍目录

反建筑史流言城市1960年代 空中城市 都市破坏业 空中城市/标志汽车公司大楼/新宿计划 孵化过程/丸
之内计划/空中城市/斯科普里城市规划 日本之所谓“恶性场所” 巨柱幻想的现实政治1970年代 电脑城
市 第14届米兰三年展“电气迷宫”/A宅 1970年大阪万国博览会“节日广场”/电脑城市 跨领域的反建
筑 “电脑城市”或信息乌托帮的白鲸1980年代 虚体城市 东京都新都厅舍 东京都新都厅舍设计说明 框
架与容积——灵魂与体量 冈崎乾二部/矶崎新/浅田彰 市民、公共、共同体——东京都新都厅舍设计方
案竞标1990年代 蜃楼城市 深圳国际交易广场/海市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看不见的城市” 只有“现在”
这个时间存在未建成/反建筑史——关于建筑的起源 五十岚太郎/矶崎新作品解说作者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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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成/反建筑史》

精彩短评

1、　　读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参观自贡市恐龙博物馆。
　　就读的富顺二中距离自贡市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当时路不好，行程得两个小时以上。
　　有一个同学养信鸽，他就带上了一只，到了恐龙博物馆放飞，等我们晚上回来，那鸽子早到家了
。
　　大家一路谈论这事比看恐龙还兴奋。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在我大脑留下深深的印象。就是恐龙博物馆这个建筑。
　　米黄色巨大的块状物，它和我日常生活的小县城的环境是那么的不同，我当然不理解建筑了，我
只是隐约的觉得兴奋，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见到了一点世面。
　　这个建筑现在想来对我影响极大，在心里埋下了对各色现代建筑好奇和容忍的基因。
　　上周我路过一个会议室，看到日本建筑师矶崎新为某市博物馆和剧院设计的两个公共建筑，被该
市市长否定掉。
　　大体是因为实用性和形体的不好联想。
　　但那是两个我觉得很漂亮的建筑。没有能力理性的判断什么会对未来产生穿墙透壁的影响，唯一
的就只能更感性的看待这个世界。
　　
　　附06年看《未建成/反建筑史》读后感——务虚的人会站出来。
　　60年代的空中城市、70年代的电脑城市、80年代的虚体城市、90年代的蜃楼城市，这些都是矶崎
新40年的设计中每10年里有代表性的未建成作品。 
　　未建成只存在于媒介中，如眼前的这本书。这些作品，有的过分追求纯粹的理念而不适宜建造，
有的对当时的技术来说过于超前，还有的甚至是设计竞赛的落选作品。 
　　未建成由于没有实现，所以不会受到物质世界的污染，对它永远可以任意解释，因而，看似建成
的可以永恒的物质实体，却得到一个结论的死的判断，反而没有未建成对时间的超越。随着时间的推
移，当实体消失时，将来的人们，反而可以看到文本里的概念作品与他们的接近。 
　　没有短视的功利目标使人的思想获得自由，好的社会能看到无用的价值。务实的人在建设这个世
界，世界需要拯救的时候，务虚的人会站出来。 
　　
　　百度搜索，自贡市恐龙博物馆的设计者叫吴德富，这个建筑1983年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
2、书太多，我太傻 aaaaa...
3、暗爽的一本书
4、忘了
5、书的本身就是态度
6、这是建筑学的乌托邦 魔术师的墓志铭 卫道士的避难所 无名氏的乌有乡
7、甚麼是真理？範例在此︰"architecture is culture/architecture is beyond building, RIGHT?"面對這個提問
，我們都只可點頭答right，一個答案永遠都是right的問題，是乃真理。在過去兩年學習真理的日子裡
，得著最多的是漸漸學會一堆名字，特別是捧走一隻接一隻金獅的日本建築師們，磯崎新就是其中之
一。姑勿論「未建成」那種紙上建築的概念算不算有點撒賴，我還是欣賞磯崎新於每個時代的嘗試，
特別是虛體城市和蜃樓城市的階段。環顧全書，我最喜歡開首的「流言城市」一文︰「S又出現了...」
，這篇文章在好些層面上給予我很大的啟發。
8、中文版翻译的比较晦涩,建议读英文版
9、20120413
10、没看懂。。
11、。。很有日本特色。。。。很棒。。
12、这本书里面图片很多,草图,模型,表现.实物都有,都是黑白的.有少量彩色.可说成以矶崎新的作品来
写的一个建筑史.中间也夹杂一些他对当时的建筑的一些看法.书里面多以和著名建筑师等人的对谈展
开看法.对初认识矶崎新,想了解大师的思路来说,是一本不错的书.但比较偏对话,整套的图纸也有所欠
缺.
13、Sin和Arata，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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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成/反建筑史》

14、文字看起来费劲...
15、文笔很美，思想也有深度，喜欢
16、Arata写得一手好文章
17、　　第一次知道矶崎新是在陈丹青先生的书中，本人并非建筑类学生，但是却对建筑兴趣尤佳。
顺着老陈的提及找到了这本关于矶崎新的著作。 
　　书还没看完，整体上说看起来很吃力，不知是因为本人的汉语水平有限还是对于日本文化的不了
解或是译者对于日文的直译而并未考虑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许多话我是读了很多遍也没理清头绪。
特别是其中许多名人的思想也了解不彻底。目前为止只看到一位还稍有了解，安迪沃霍，在看了那么
多没头没尾的谈话、思想，终于出现一位本人稍甚了解的大家，那心情还很是激动的。 
　　偏题了，就目前为止看到的矶崎新60年代的空中城市设想，有两点不明：“恶性场所”“非政府
主义”。前者我压根就没弄清其概念，而后者，矶崎老师及椹木老师认为艺术或者建筑不应是非政府
主义的。这点我的疑问最大。艺术家或者艺术行为不就应该是反政府的嘛？如果附会当局态度那又如
何创造出人类自身，或者说脱离政治的独立艺术呢？当然政治艺术也存在，但艺术家的思想应该独立
，这是长久以来早已达成的共识。建筑虽不属于纯艺术范畴，但对于矶崎新这样的建筑艺术家他的作
品其实早已脱离建筑的固定概念，而升华至艺术品上，他可以不用考虑社会政治因素，设计自己的建
筑艺术品，那么还为何宣扬“政府主义”？ 
　　或者由于本人对建筑还不甚了解，对于矶崎新的建筑思想也理解错误了，还望专业人士能给予解
答。其实本人对于矶崎老师这种弄潮儿，不断变化自身风格的走在时代前列的建筑大家谈不上有多喜
爱，但是他的某些思想对于处于混乱期的中国建筑师们或许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好吧，我会把这本书看完并努力看懂，但愿在合上这本书的时候能发现自己以上的理解是否存在
偏差。
18、仔细读读很有读头
19、你也是学建筑的么？
20、建筑思想碰撞，天马行空，更适合建筑思维。
21、看不懂，不过不喜欢他，极端不如中庸，割裂不如渐变
22、老头子的文笔和各种领域都很有造诣啊，大师果然大师，未建成又怎样。
23、还在读...
    先支持一下！
24、振奋人心的设计理念
25、　　现在，能有如此气魄的人不多。这和潮流是两码事。
　　
　　矶崎的价值不只是在建筑，在更大范围之上。
　　
　　
　　
26、　　     不久以前看得这本书，图书馆，封面很干净，寻找一本建筑方面的书，完成精灵老师的论
文作业，却最终想看这本“未建成”的。 
　　　　 
　　　　 那时的矶崎新在中国已大有名气，只是我了解的还不多。 
　　　　 
　　　　 未建成的理由有很多种，有些是过分追求纯粹的理念而不适宜建筑，如勒杜的乌托邦概念；
有些是因为内含矛盾空间而不可能实现，如皮拉内西的“牢狱”；有些是设计竞赛的落选作品”，如
前川国男1931年的“东京帝室博物馆方案”；还有是对于当时来说技术上过于超前，如富勒的漂浮球
体城市；有些只是年轻建筑师再未接到实际项目前的练笔；当然现在很多的“未建成”是源于电脑，
那些无限生成变化的电脑建筑动画般的作品，只能止步于电脑图像的王国里。 
　　　　 
　　　　 从简单而悲壮一点的角度看，“未建成”应该还是一位被现实所桎梏而壮志未酬的烈士吧。
因为很多时候现有社会制度（很大程度上是被很多建筑大师都情愿回避的政治吧）不允许或不情愿这
样的建筑存在，而这在直观上便靠“竞标”这位冷面杀手把一些过于理想化的建筑扼杀掉。所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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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成/反建筑史》

下健三先生的具有“象征性”的“主楼150m的上部设计有93m高的双塔”的方案，击败了矶崎新所希
望的“不应该象征等级制，而应该成为可自由接触”的“市民大楼”的中层“东京都新都厅社”方案
。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对当权者权力不予迎合的姿态。可是在当时的日本，过于理
想的民主化建筑终究会溃不成军。 
　　　　 
　　　　 有一次乘车经过青岛市政府前，导游突然说：“看，乌纱帽！我们私底下说说，这也是青岛
新区的象征之一呢。”从正面看，青岛市政府大楼的确极有乌纱帽的神韵，形似且威严。“乌纱帽—
—青岛新区的象征之一”，可悲还是可笑？把市政府楼建成乌纱帽状，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奇怪的
心理在作祟，难道是对中国古代官僚文化的欣赏和遵循吗？这个乌纱帽背后，会有什么方案落选吗？
或许，有矶崎新那样的落选方案，也是建筑界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一个可庆之事吧。 
　　　　 
　　　　 “未建成”是一种哲理。因为这是一种幻想，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因为它体现着
建筑师一种本能的冲动，一种全新的理念，抑或一种对建筑的无需任何依托的狂热。 
　　　　 
　　　　 所以，在矶崎新眼里，“未建成”是一种幸运，因为“未建成提出了那种未被现实污染的纯
粹理念”。因为“建筑和城市永远是创造和摧毁的命运”，而只有“未建成”才永远存在于思想中，
没有时间性，唯有不停的完善，拥有永远的历史。 
　　　　 
　　　　 “未建成”与“建成”之间，有时只有一点点距离，现实和乌托邦之间，或许也只有一点点
距离。 
　　　　 
　　　　 但“如果从中把乌托邦的‘乌’字去掉，也许它就会在什么地方建成了。要是真的这么做了
，那就走着瞧吧。现在要将所有的托邦一网打尽，因为已经撒下了精巧的大网。” 
　　　　 
　　　　 所以，乌托邦只能是乌托邦，真正的“未建成”永远是“未建成”，幸运也罢，悲哀也罢。

　　
27、进入不了情境
28、实在没有时间仔细读，待以后补上。
29、ISOZAKI无愧大师称号。东京新都厅的描述人让我想到了CCTV。分析很到位，感慨ISOZAKI的前
瞻性
30、新陈代谢，445页算是啃完了~
31、矶崎新老师是歌“变色龙”，从新陈代谢派到现代派，再到后现代，再到解构，到现在的新现代
，呵呵，总是弄潮儿。
32、书没看过，不过我其实有点不同意这个观点的。
    我觉得未来的建筑也许会是一种反思的建筑，而风格多样化。
    那些实验性的体量大的建筑很有科技感，也的确很牛。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并不会成为像
现代主义这么流行的趋势。
    原因很简单，地球的资源问题，金钱问题，都会让这种建筑面临生存的挑战。造这种建筑需要大量
的资金。cctv, 鸟巢，这些我相信没有多少国家可以花这么多钱用在这些建筑上面。而现代主义不同，
他能流行的主要原因，我觉得就在于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具有廉价与功能的特质。
    所以说，发展中的国家就迫切需要那些看上去很牛，很高调的东西。来象征自己的成就。
    而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步入反思和环保的阶段。所以他们很少需要这些东西。
    迪拜的东西其实只是受人们关注多，觉得它牛，就好像cctv 一样，但真的是不是在业界评价高呢？
我觉得会有更多人笑它们如同一个暴发户一样没有格调。虽然它能成为很好的地标，但因为过于奢侈
，又有多少个迪拜可以让我们造这种东西？
33、不是厄，我学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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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成/反建筑史》

34、最喜欢这种边介绍自己方案边陈述观点的书啦！不得不说矶崎新在城市层面上的考虑，要大于建
筑，尽管城市和建筑是一体的；印象最深的是他新京都厅舍的方案，很喜欢他想用一个大的城市公共
空间——不过是一个灰空间，表达一种现代民主的精神，但若不是太“民主”，恐怕就建成了，
35、　　围绕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的，是时间、废墟、影和暗、未建成。其中的“废墟”几乎是贯穿
他一生的隐喻。年少的时候，废墟令他感到恐惧，亲眼看到广岛与长崎变成废墟，使他早早怀上了一
层末世情绪。因而，去填补那些被摧毁了、消失了的空白，后来亦成了他不断渴望去创造的最大的冲
动。
　　后来，那句有名的“未来的城市是一座废墟。”一出，吓到许多人，不过矶崎新经过一番转折的
解释，“废墟”的概念，便不再仅仅代表一幢建筑轰隆一声倒下的姿态，它成了一种记忆的衍生与更
新，一种用来记录时间的文案。
　　
　　从矶崎新对废墟这个概念的理解来看，事实上首先就是与时间概念密切相关。“近代以来的时间
概念，越来越走向差异性，比方说瞬间，在这个点，未来和过去都在同一个地方出现，过去的废墟会
留存到现在，就像将来也会变成废墟一样。而在某个时间点上，未来的废墟和过去的废墟是同时存在
的。其次是以前的东西渐渐成为废墟，然后消失，接下来又在未来重新建成，因此可以说未来的城市
是现在城市的废墟状态；而现在的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在未来的城市也可能会变成事实上的废墟。
最后，建设跟摧毁事实上是在同一时间共存的。”
　　这便是“未来的城市，是一座废墟。”的真正含义了。人们常说，我们回不到过去。从物理的常
识角度固然如此，但从心理与记忆的角度而言却并非如此。就像普鲁斯特所理解的那般，时间以及它
的投影会通过某种物质得以保存。这种保留如同琥珀和火山一样，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瞬间里重新
被发现。那么废墟与在废墟上新产生的建筑，我们是不可以理解为对过去时间一次次的摄影，建筑师
通过过去的照片，模拟与重生了人类的现在呢？
　　
　　安藤忠雄曾在《迈向废墟的建筑》一文的最后写到，“如果有可能，我很想做那种就算是废墟，
最后只剩下地基与底楼部分，但却仍充满叙事能量的建筑。作为废墟而存在的建筑，我不知道是否会
成功。不过证明这一切的，也唯有时间。”其实，安藤与矶崎新在废墟里所体验到的，都是对于过程
与活力的执着。废墟在此刻，充满了美。
　　而废墟的这种美，大抵是时间赋予的。废墟虽然已经接近结束，但奇怪的是人们注视它们的时候
，总觉得它们代表了永恒。那种破裂而不完整、还要继续这样风化下却还没倒下的建筑，被黄昏的光
线拉出了巨大的倒影。黄昏与废墟，两种同样代表了即将结束又暂未结束的状态的事物，在互相结合
的那一刹那，令人深深的卷入了震颤的情感。无尽的时间，在瞬间说服了我们。
　　我们为世间的种种所震颤，其实，只是被时间所震颤。
　　
36、很想认识下lz
37、诸类书本不宜多读
38、未建成比建成具有更大的意义
    04年在青岛看矶崎新的个展 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认识
    现代的城市建筑 未尝不能说作是行政建筑 一种理想它在这个环境下所受的局限是很大的
    许多的优秀的建筑家难以做到妥协 就只能退避到乡野 去实现私人化的乌托邦梦想
    而某种意义上矶崎新，安腾们作为大师 他们所相对获得的自由和实施的权利会大一些
    他们也就可以把这些未建成的理想保存下去  甚至去尽力实施和发散
    未来的城市是一片废墟
    “乌托邦只能是乌托邦，真正的“未建成”永远是“未建成”，幸运也罢，悲哀也罢。 ”
    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今天  我们又能怎样～～～
39、虽然不是很喜欢他的设计，但他的想法还真是多。。。
40、一石文化 陆智昌⋯⋯
41、很不错。
42、没怎么懂...大师果然是大师
43、自贡恐龙博物馆我还没去过- -。愧为自贡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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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刚查了图片,作为83年的建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了.
45、再过几年读
46、雄伟的空中都市
47、汉字⋯⋯借助书评才略有感觉，缓缓再开始第二遍
48、何日再版？
49、矶崎新可以说是吸引我走进建筑学的人了，高中我就知道这本书，但直到现在才看，当然其中一
大原因就是太厚了- -。翻译很有问题，前面看的比较吃力，到电脑城市开始翻译才变得比较顺，从虚
体城市东京都新都厅舍开始变得通俗易懂。个人最喜欢东京都新都厅舍和海市这两部分。他的观点很
多还是有同感的。对他的感情还是和对其他建筑师不一样啊，哎。
50、的确，像安藤忠雄所说，在建的、未完成的、废墟般的建筑是最具野性与力量的。
51、没看过这本书。
    面，为什么艺术家就应该反政府？
52、矶崎新1960年就能构思出如此振奋人心和异想天开的方案，真是叹为观止~
53、嗯，其实这可以是一篇论文的雏形
54、艺术家可能需要反对他的政府，但是建筑家反政府了是没有活干的。建筑家是最需要跟政府合作
的。
    其次反政府跟无政府是不一样的⋯⋯前者反的是一个具体的政府，后者是反对有“政府”这个存在
。
55、为什么在网上买不到这本书了~~~
56、好像没读完。
57、　　未来的城市，会是什么样的呢？有一次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说未来之前，得先看看过去。
　　
　　事实上，我自己对自中世纪以来建筑风格的转变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见解：建筑风格的变化是以人
类行为的速度加快来推动的。
　　
　　简单的回溯，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
　　
　　古典主义崇尚繁复的装饰，尤其以巴洛克建筑为甚。现代主义建筑由于是为了与工业生产相配合
产生的，所以其以极度的功能化和简洁为最主要的特点。而后现代主义建筑，重新回归了形式，但处
理方式与古典主义已大大不同——更倾向于形式与功能结合。最后，解构主义，通过破碎的想法，非
线性设计的过程,在结构的表面或和明显非欧几里得几何上花功夫,形成在建筑学设计原则的变形与移
位。
　　
　　我对这一变化的解释是，古典主义时期，人们行为的速度还比较慢——能够看到建筑更多的细节
；而工业时代的时候，人们的生活突然提速，建筑也不得不随之变化——简单的几何形状；后现代主
义的出现更像是对现代主义的极端表现进行的修正；而解构主义，是以强烈的线条打破静止的视觉观
感——也就是说，使用一种运动的眼光来看这个建筑。
　　
　　当你慢慢走着，你可以看到爱奥尼柱上完美的比例和栩栩如生的女神雕刻一点一点绽放在你眼前
。然后你有了车，在城市里穿梭，四四方方钢筋水泥的怪兽在被你车轮下的道路划分成四四方方的地
块里矗立着（像刀一样）。再接着，你在靠窗的位子上，飞机慢慢起飞，城市的一起都在慢慢变小，
你眼中充斥着不可辨识的小方块，但也还有一团“废纸”是你仍然能注意到的——那是盖里的古根海
姆博物馆。
　　
　　SEE？我们怎么“看”建筑确实也决定了建筑长什么样呢。
　　
　　那么我们可以来谈谈未来了。我认为，城市也许功能会越来越紧凑，但为了适应人的视觉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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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上，城市仍然会变得越来越大。而这个“大”，指的不是面积上的大，而是整个体量或者是壮观
上。
　　
　　当然，另一方面，我想大家也一定发现了这个“理论”上的逻辑漏洞，即“速度”与建筑形式可
能仅仅是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不是因果的关系。但是把速度的发展作为城市未来形态的一个
参量来看待也未尝不可。
　　
　　随着工程技术的成长，人们挑战地球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体量更震撼，风格更凌厉的建筑我想是
会慢慢占据世界的——而对应的速度是，比如说，可以观景的太空梭，地上的新干线，甚至地下的地
铁（现在地铁里的黑洞洞实在是有够无聊）。
　　
　　我觉得我的想法也是有证据的，不信的话就看看现在的迪拜。
　　
58、是无聊的时候随便翻翻,但是相隔已久,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完全是在胡言乱语,通篇的哲学术语,那
时候简直看到就想睡觉,等过几年再看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也许这是一本好书,一本在不同阶段阅读会
有不一样感觉的好书.
59、没看懂
60、粗读浅止，待二度。
61、很自我
62、ARATA真是个传奇人物，读完UNBUILT，回头看看自己的轨迹，穿过了多少恶性场所，总是沉
溺在某种模拟主义中  
63、我去过，记得米黄色。不过不记得对我有什么冲击了
64、他理念好像是乐观的--“既是消失，也是重生”
65、因为他们太前沿，所以诸如“非政府主义”这样的观念可能是反潮流和提供多样性选择的手段而
已，他们未必是正确。以我拙见，这样去看待先锋思想，或则就会明了和好理解些吧。建筑必须加入
“行政力”才能够加以实践检验。回首百年前柯布和莱特也有类似的见地，最后还是空谈，至少是没
有大范围实现，因为本来理论就有很大缺陷。不要说你疑惑了，连业内众多人都疑惑，如今国中业内
这样的先锋尚是少数，看世博中国馆和欧美各馆的观念对比就知道了。甲方和建筑师之前究竟如何良
性循环互动，等中国真富起来吧，这都是老话了。我想国内像陈丹青这样能说几句话的人都慢慢隐回
去了，不免悲观，实在退步。
66、这本是，可以读十遍！
67、有见地～～确实是一篇好论文的雏形
68、这人有点意思
69、始终对这位先生无爱。。。
70、很早读过,一般
71、日本建筑大师风采
72、绝版惹⋯⋯
73、　　60年代的空中城市、70年代的电脑城市、80年代的虚体城市、90年代的蜃楼城市，这些都是
矶崎新40年的设计中每10年里有代表性的未建成作品。
　　未建成只存在于媒介中，如眼前的这本书。这些作品，有的过分追求纯粹的理念而不适宜建造，
有的对当时的技术来说过于超前，还有的甚至是设计竞赛的落选作品。
　　未建成由于没有实现，所以不会受到物质世界的污染，对它永远可以任意解释，因而，看似建成
的可以永恒的物质实体，却得到一个结论的死的判断，反而没有未建成对时间的超越。随着时间的推
移，当实体消失时，将来的人们，反而可以看到文本里的概念作品与他们的接近。
　　没有短视的功利目标使人的思想获得自由，好的社会能看到无用的价值。务实的人在建设这个世
界，世界需要拯救的时候，务虚的人会站出来。
　　
74、小时候去，觉得博物馆好大。前几年又去了一回，觉得没那么大了，但感觉还好。终于知道了设
计者的名字，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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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废墟正是我们人类未来城市的形态 未来的城市即是废墟
76、反建筑才是建筑本身。
77、东京都新都厅舍，我记住了
78、标题很新颖，不过对于不怎么了解建筑史的我来说，题目再新我也不是太能看懂。印象最深的是
矶崎新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未来的城市是废墟”，书中有矶崎新的想法，看完后觉得还是蛮有道
理的。书中很多设计稿，大多很前卫。话说还是要看一看普通的建筑史，一下子接触太新的东西反而
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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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围绕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的，是时间、废墟、影和暗、未建成。其中的“废墟”几乎是贯穿他一
生的隐喻。年少的时候，废墟令他感到恐惧，亲眼看到广岛与长崎变成废墟，使他早早怀上了一层末
世情绪。因而，去填补那些被摧毁了、消失了的空白，后来亦成了他不断渴望去创造的最大的冲动。
后来，那句有名的“未来的城市是一座废墟。”一出，吓到许多人，不过矶崎新经过一番转折的解释
，“废墟”的概念，便不再仅仅代表一幢建筑轰隆一声倒下的姿态，它成了一种记忆的衍生与更新，
一种用来记录时间的文案。从矶崎新对废墟这个概念的理解来看，事实上首先就是与时间概念密切相
关。“近代以来的时间概念，越来越走向差异性，比方说瞬间，在这个点，未来和过去都在同一个地
方出现，过去的废墟会留存到现在，就像将来也会变成废墟一样。而在某个时间点上，未来的废墟和
过去的废墟是同时存在的。其次是以前的东西渐渐成为废墟，然后消失，接下来又在未来重新建成，
因此可以说未来的城市是现在城市的废墟状态；而现在的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在未来的城市也可能
会变成事实上的废墟。最后，建设跟摧毁事实上是在同一时间共存的。”这便是“未来的城市，是一
座废墟。”的真正含义了。人们常说，我们回不到过去。从物理的常识角度固然如此，但从心理与记
忆的角度而言却并非如此。就像普鲁斯特所理解的那般，时间以及它的投影会通过某种物质得以保存
。这种保留如同琥珀和火山一样，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瞬间里重新被发现。那么废墟与在废墟上新
产生的建筑，我们是不可以理解为对过去时间一次次的摄影，建筑师通过过去的照片，模拟与重生了
人类的现在呢？安藤忠雄曾在《迈向废墟的建筑》一文的最后写到，“如果有可能，我很想做那种就
算是废墟，最后只剩下地基与底楼部分，但却仍充满叙事能量的建筑。作为废墟而存在的建筑，我不
知道是否会成功。不过证明这一切的，也唯有时间。”其实，安藤与矶崎新在废墟里所体验到的，都
是对于过程与活力的执着。废墟在此刻，充满了美。而废墟的这种美，大抵是时间赋予的。废墟虽然
已经接近结束，但奇怪的是人们注视它们的时候，总觉得它们代表了永恒。那种破裂而不完整、还要
继续这样风化下却还没倒下的建筑，被黄昏的光线拉出了巨大的倒影。黄昏与废墟，两种同样代表了
即将结束又暂未结束的状态的事物，在互相结合的那一刹那，令人深深的卷入了震颤的情感。无尽的
时间，在瞬间说服了我们。我们为世间的种种所震颤，其实，只是被时间所震颤。
2、读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参观自贡市恐龙博物馆。就读的富顺二中距离自贡市还有几十公里
的路程，当时路不好，行程得两个小时以上。有一个同学养信鸽，他就带上了一只，到了恐龙博物馆
放飞，等我们晚上回来，那鸽子早到家了。大家一路谈论这事比看恐龙还兴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东西在我大脑留下深深的印象。就是恐龙博物馆这个建筑。米黄色巨大的块状物，它和我日常生活的
小县城的环境是那么的不同，我当然不理解建筑了，我只是隐约的觉得兴奋，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见
到了一点世面。这个建筑现在想来对我影响极大，在心里埋下了对各色现代建筑好奇和容忍的基因。
上周我路过一个会议室，看到日本建筑师矶崎新为某市博物馆和剧院设计的两个公共建筑，被该市市
长否定掉。大体是因为实用性和形体的不好联想。但那是两个我觉得很漂亮的建筑。没有能力理性的
判断什么会对未来产生穿墙透壁的影响，唯一的就只能更感性的看待这个世界。附06年看《未建成/反
建筑史》读后感——务虚的人会站出来。60年代的空中城市、70年代的电脑城市、80年代的虚体城市
、90年代的蜃楼城市，这些都是矶崎新40年的设计中每10年里有代表性的未建成作品。 未建成只存在
于媒介中，如眼前的这本书。这些作品，有的过分追求纯粹的理念而不适宜建造，有的对当时的技术
来说过于超前，还有的甚至是设计竞赛的落选作品。 未建成由于没有实现，所以不会受到物质世界的
污染，对它永远可以任意解释，因而，看似建成的可以永恒的物质实体，却得到一个结论的死的判断
，反而没有未建成对时间的超越。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实体消失时，将来的人们，反而可以看到文本
里的概念作品与他们的接近。 没有短视的功利目标使人的思想获得自由，好的社会能看到无用的价值
。务实的人在建设这个世界，世界需要拯救的时候，务虚的人会站出来。 百度搜索，自贡市恐龙博物
馆的设计者叫吴德富，这个建筑1983年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
3、60年代的空中城市、70年代的电脑城市、80年代的虚体城市、90年代的蜃楼城市，这些都是矶崎
新40年的设计中每10年里有代表性的未建成作品。未建成只存在于媒介中，如眼前的这本书。这些作
品，有的过分追求纯粹的理念而不适宜建造，有的对当时的技术来说过于超前，还有的甚至是设计竞
赛的落选作品。未建成由于没有实现，所以不会受到物质世界的污染，对它永远可以任意解释，因而
，看似建成的可以永恒的物质实体，却得到一个结论的死的判断，反而没有未建成对时间的超越。随
着时间的推移，当实体消失时，将来的人们，反而可以看到文本里的概念作品与他们的接近。没有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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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功利目标使人的思想获得自由，好的社会能看到无用的价值。务实的人在建设这个世界，世界需
要拯救的时候，务虚的人会站出来。
4、现在，能有如此气魄的人不多。这和潮流是两码事。矶崎的价值不只是在建筑，在更大范围之上
。
5、不久以前看得这本书，图书馆，封面很干净，寻找一本建筑方面的书，完成精灵老师的论文作业
，却最终想看这本“未建成”的。 　　 　　 那时的矶崎新在中国已大有名气，只是我了解的还不多
。 　　 　　 未建成的理由有很多种，有些是过分追求纯粹的理念而不适宜建筑，如勒杜的乌托邦概
念；有些是因为内含矛盾空间而不可能实现，如皮拉内西的“牢狱”；有些是设计竞赛的落选作品”
，如前川国男1931年的“东京帝室博物馆方案”；还有是对于当时来说技术上过于超前，如富勒的漂
浮球体城市；有些只是年轻建筑师再未接到实际项目前的练笔；当然现在很多的“未建成”是源于电
脑，那些无限生成变化的电脑建筑动画般的作品，只能止步于电脑图像的王国里。 　　 　　 从简单
而悲壮一点的角度看，“未建成”应该还是一位被现实所桎梏而壮志未酬的烈士吧。因为很多时候现
有社会制度（很大程度上是被很多建筑大师都情愿回避的政治吧）不允许或不情愿这样的建筑存在，
而这在直观上便靠“竞标”这位冷面杀手把一些过于理想化的建筑扼杀掉。所以，丹下健三先生的具
有“象征性”的“主楼150m的上部设计有93m高的双塔”的方案，击败了矶崎新所希望的“不应该象
征等级制，而应该成为可自由接触”的“市民大楼”的中层“东京都新都厅社”方案。 　　 　　 从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对当权者权力不予迎合的姿态。可是在当时的日本，过于理想的民主化
建筑终究会溃不成军。 　　 　　 有一次乘车经过青岛市政府前，导游突然说：“看，乌纱帽！我们
私底下说说，这也是青岛新区的象征之一呢。”从正面看，青岛市政府大楼的确极有乌纱帽的神韵，
形似且威严。“乌纱帽——青岛新区的象征之一”，可悲还是可笑？把市政府楼建成乌纱帽状，我不
知道这是一种怎样奇怪的心理在作祟，难道是对中国古代官僚文化的欣赏和遵循吗？这个乌纱帽背后
，会有什么方案落选吗？或许，有矶崎新那样的落选方案，也是建筑界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一个可庆
之事吧。 　　 　　 “未建成”是一种哲理。因为这是一种幻想，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因
为它体现着建筑师一种本能的冲动，一种全新的理念，抑或一种对建筑的无需任何依托的狂热。 　　
　　 所以，在矶崎新眼里，“未建成”是一种幸运，因为“未建成提出了那种未被现实污染的纯粹理
念”。因为“建筑和城市永远是创造和摧毁的命运”，而只有“未建成”才永远存在于思想中，没有
时间性，唯有不停的完善，拥有永远的历史。 　　 　　 “未建成”与“建成”之间，有时只有一点
点距离，现实和乌托邦之间，或许也只有一点点距离。 　　 　　 但“如果从中把乌托邦的‘乌’字
去掉，也许它就会在什么地方建成了。要是真的这么做了，那就走着瞧吧。现在要将所有的托邦一网
打尽，因为已经撒下了精巧的大网。” 　　 　　 所以，乌托邦只能是乌托邦，真正的“未建成”永
远是“未建成”，幸运也罢，悲哀也罢。 
6、第一次知道矶崎新是在陈丹青先生的书中，本人并非建筑类学生，但是却对建筑兴趣尤佳。顺着
老陈的提及找到了这本关于矶崎新的著作。 书还没看完，整体上说看起来很吃力，不知是因为本人的
汉语水平有限还是对于日本文化的不了解或是译者对于日文的直译而并未考虑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
许多话我是读了很多遍也没理清头绪。特别是其中许多名人的思想也了解不彻底。目前为止只看到一
位还稍有了解，安迪沃霍，在看了那么多没头没尾的谈话、思想，终于出现一位本人稍甚了解的大家
，那心情还很是激动的。 偏题了，就目前为止看到的矶崎新60年代的空中城市设想，有两点不明：“
恶性场所”“非政府主义”。前者我压根就没弄清其概念，而后者，矶崎老师及椹木老师认为艺术或
者建筑不应是非政府主义的。这点我的疑问最大。艺术家或者艺术行为不就应该是反政府的嘛？如果
附会当局态度那又如何创造出人类自身，或者说脱离政治的独立艺术呢？当然政治艺术也存在，但艺
术家的思想应该独立，这是长久以来早已达成的共识。建筑虽不属于纯艺术范畴，但对于矶崎新这样
的建筑艺术家他的作品其实早已脱离建筑的固定概念，而升华至艺术品上，他可以不用考虑社会政治
因素，设计自己的建筑艺术品，那么还为何宣扬“政府主义”？ 或者由于本人对建筑还不甚了解，对
于矶崎新的建筑思想也理解错误了，还望专业人士能给予解答。其实本人对于矶崎老师这种弄潮儿，
不断变化自身风格的走在时代前列的建筑大家谈不上有多喜爱，但是他的某些思想对于处于混乱期的
中国建筑师们或许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好吧，我会把这本书看完并努力看懂，但愿在合上这本书的
时候能发现自己以上的理解是否存在偏差。
7、未来的城市，会是什么样的呢？有一次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说未来之前，得先看看过去。事实
上，我自己对自中世纪以来建筑风格的转变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见解：建筑风格的变化是以人类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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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加快来推动的。简单的回溯，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古典主义崇尚繁复
的装饰，尤其以巴洛克建筑为甚。现代主义建筑由于是为了与工业生产相配合产生的，所以其以极度
的功能化和简洁为最主要的特点。而后现代主义建筑，重新回归了形式，但处理方式与古典主义已大
大不同——更倾向于形式与功能结合。最后，解构主义，通过破碎的想法，非线性设计的过程,在结构
的表面或和明显非欧几里得几何上花功夫,形成在建筑学设计原则的变形与移位。我对这一变化的解释
是，古典主义时期，人们行为的速度还比较慢——能够看到建筑更多的细节；而工业时代的时候，人
们的生活突然提速，建筑也不得不随之变化——简单的几何形状；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更像是对现代主
义的极端表现进行的修正；而解构主义，是以强烈的线条打破静止的视觉观感——也就是说，使用一
种运动的眼光来看这个建筑。当你慢慢走着，你可以看到爱奥尼柱上完美的比例和栩栩如生的女神雕
刻一点一点绽放在你眼前。然后你有了车，在城市里穿梭，四四方方钢筋水泥的怪兽在被你车轮下的
道路划分成四四方方的地块里矗立着（像刀一样）。再接着，你在靠窗的位子上，飞机慢慢起飞，城
市的一起都在慢慢变小，你眼中充斥着不可辨识的小方块，但也还有一团“废纸”是你仍然能注意到
的——那是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SEE？我们怎么“看”建筑确实也决定了建筑长什么样呢。那么
我们可以来谈谈未来了。我认为，城市也许功能会越来越紧凑，但为了适应人的视觉观感，形态上，
城市仍然会变得越来越大。而这个“大”，指的不是面积上的大，而是整个体量或者是壮观上。当然
，另一方面，我想大家也一定发现了这个“理论”上的逻辑漏洞，即“速度”与建筑形式可能仅仅是
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不是因果的关系。但是把速度的发展作为城市未来形态的一个参量来看
待也未尝不可。随着工程技术的成长，人们挑战地球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体量更震撼，风格更凌厉的
建筑我想是会慢慢占据世界的——而对应的速度是，比如说，可以观景的太空梭，地上的新干线，甚
至地下的地铁（现在地铁里的黑洞洞实在是有够无聊）。我觉得我的想法也是有证据的，不信的话就
看看现在的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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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未建成/反建筑史》的笔记-第219页

        未建成   笔记 120113

1970 电脑城市

第14届米兰三年展 '电气迷宫'

1968年文化革命的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 5月末展览会开幕时, '巴黎五月风暴'的浪潮也席卷而来,示
威者们占据了整个会场...这个展览作品的主题提出了一种规划概念在内的二重性的原则.即人类所有理
性的构想和理论性的规划,最终还是因为人类的非合理的.冲动的情绪观念,导致规划被推翻.

大型展示是在广岛被烧焦的土地上,用蒙太奇的手法拼贴出来的,已化作废墟的未来城市的构筑物.以这
样的景象为基础,在上面投影了日本的建筑师们在60年代初期创作的无数反映未来城市乐观形象的作品.
如果说建筑规划是为了实现以上的目的.那么这些规划也会像广岛一样最终成为废墟.只有在建筑与破
坏,规划与消亡变为同义词的那个瞬间,这种含有具体状态下的核心意义的空间才会出现. ('废墟城市')

P199-P200

'间'之作为日本的概念:

我的主题定为'间',副题为'日本的时空间',有的只是'间'.时间和空间这两个西方的哲学思想有所不同,没有
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有的只是'间'.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哲学概念是在两百多年前传到日本的,当时有人对其
进行了翻译.当然'间'这个词早就有的,只不过在前面加上了'时','空'两个字.有趣的是,'间'这个词既包括时
间也包括空间.所以我们在考虑时间时,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空间,反过来在思考空间时又会联系上时间.
我对这种思考方式非常感兴趣.

进一步将,在艺术作品中--绘画.戏剧.音乐.雕刻.日常生活中......当然也包括建筑等--任何领域都可以发现
这种思维方式的存在.比如热门说的'规划与设计',建筑的平面设计等,在日本称其为'取件'.布置和分配'间'
的工作过程就是'规划与设计'.此外房屋本身也是'间'.也就是说'间'这个词正在以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被
人们所使用.这个单纯的词,可以从艺术表现的各种角度去看去领会.'间'这个词的本意是中间,即物体与
物体中间的空隙,也可以指声音与声音之间的静寂,即不管是静寂还是间隙都是'间',这一点尤其重要.但
是,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对'间'的分功能使用是机械性的,几乎是无意识进行着的.

...罗兰.巴特先生十分关心这次展览,甚至为每个主题都写了评语,米歇尔.福柯先生也因此开始重视日本
文化,据说他后来还到过日本,并去寺院坐禅,雅克.德里达先生则由此注意到了他的主要思想'间隙'和'间'
的共性.(这三位都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大师啊,跟结构主义以及符号学semiotics密切相关的人物)

现时代的美术馆建筑

我们在设计美术馆的时候,不知道墙上会挂什么样的画,地板上将放什么样的雕刻.因此我们要提供的是
抽象和中性的东西.我们所设计的近代美术馆的确都遵从了这一要点.

现代美术馆并不是说只要有白墙和地板就行的.重要的是对空间的准备,是营造使艺术家们想在那里挂
画,想在那里设置艺术品的空间.并不单纯是墙的围拢,而更是自然生成的空间,包括自然光,人工光的调
节,房间比例等等......是的,如果问我思考的是什么,那就是我要设计的是可以唤起艺术家的创作意欲,并能
够使创作进一步展开的空间.(能不能联系到Heidegger的Building,Dwelling,Thinking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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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矶崎新灵感的Museum:
Sir John Soane's Museum
Kroller Muller Museum

'看不见的城市'的建筑

那片文章中我写到,通过'假想模型'来构想一个虚体城市.还写道,依靠计算机操作来发掘把虚体变为实体
的手段.'但是当时对计算机的设想主要是放在了硬件而非软件这一点上也许是个错误.电脑程式'就是这
样一种假象模型,它在即将跨上实体化的堤岸时触了礁.谁都知道为经济和政治编写程序是不可能的,不
过惟有在城市学要伸展时却会成为可能,与其说不能预测,还不如说,我已厌倦了与需要和政治的世界周
旋.比什么都重要的是,我1968年的体验,使我认识到广义的规划是不可能成功的.近代所出现的,认为国家,
经济,社会,都市和建筑,一切通过规划都可以实现的认识崩溃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期待着'假象模
型'有一天会突然地实现.所以'电脑程式'需要的是一块空白的土地,慕张正好是这样的土地.

因为不得已而为建成的项目,都具有预测性.但还不能断言规划概念就此消亡.不管怎么说,两个世纪以来,
社会制度在不断地完善,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官僚制度,同时法律也更加完备.与此同时强化了的机构也
被包容其中,无论与之斗争还是等待它的崩溃都需要时间,因此可以说'未建成'的出现也是一种无奈......比
如'电脑城市'便包含了一个错误的和几个有效的预测.错误之处是把控制城市的计算机超大化了,设想了
一种超级电脑下各终端如树状般垂下的系统.根据阿瑟.C.克拉克(科幻作家,科普作家,2001太空漫游的作
者-跟库布里克一起构思的),&lt;2001太空漫游&gt;中出现的职能计算机将被 应用于城市.那是60年代.与
之相对,威廉.吉普僧(William Gibson)的&lt;电脑公园&gt;(Cyber Park),&lt;银翼杀手&gt;(Blade Runner).中可
以看到今天已经普及的计算机网络世界.那是80年代.其差距反映在'电脑城市'与'海市'之间.这个变化虽
然是决定性的,但是70年代初则是无法做到的.(这里我只查到了William Gibson的Cyber Punk)

P.219

信息化城市的中心站

那些叫做国民共同体或国家的巨大怪物只不过是人类技术创造出来的......一个人工的世界 --霍布
斯(Thomas Hobbes) &lt;利维坦&gt;
 
&lt;PUP&gt;
移动城市是从交通系统模式方面对信息化城市的描述,而网络城市则是基于信息化城市的通信系统之上
的描述.

关键词:
跨领域, 矶崎新本人对艺术的理解

2、《未建成/反建筑史》的笔记-第50页

        废墟是化成了尸体的建筑，没有整体的形态，有的只是将一些片段按照想象强行地填充在被认为
是欠缺的部分。而且将来人们能做的也仅仅是用新的东西去填充那些欠缺的部分。在人们认为已经达
到完全饱和的瞬间，恐怕又要面对新的空间。在这样的时空中，废墟将永远呈现与不断地浸蚀相对峙
的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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