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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关于体系的思考
山本理显
首先，在进行建筑设计之前，我们必须要决定其构成要素。根据构成要素的不同组合创造出各种不同
场所的特性。作为"琦玉县立大学"的构成要素，我们考虑并准备了多种不同的层。有预制混凝土柱廊
的层；透明玻璃、爆炸过的玻璃的层；水平百叶、开孔百叶的层；不锈钢板的层；开孔板的层等，并
且依据场所的特性的不同来选择使用不同的层，或根据这些层的不同组合去打造各种不同场所的特性
。这种设计方法是我们在设计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最初的设计思想是考虑配合每一个场所的特性，每
一次，对每一个空间都进行设计。但是在工作过程中进行得并不顺利。比如图书馆楼的窗框是否使用
和教学楼一致的比较好，还有地面和墙壁的处理以及讲堂、办公室、食堂、教室等等，画多少草图也
没有办法全部解决。对总建筑面积54000m2的这个巨大规模建筑的每一个细部，采用以往都由我一个
人来控制进行的工作方法，实践证明是非常不切合实际的。
促使我改变以往设计方法的契机是采用预制预应力混凝土(PC)柱子。将原来以7700mm间距配置
的600mm×600mm的钢筋混凝土柱子3等分，变成200mm×600mm的柱型。因为只是受来自垂直方向的
力，所以柱子可以变细。但是这样的调整使柱子的断面尺寸变得太细了，现场施工非常困难。所以单
纯地为了提高施工精度，此时只能使用在工场加工好了的预制预应力混凝土柱。以7700mm的1／4的尺
寸，即1925mm的间距排列柱子，也就是说产生了1925mm这样的模数。1925mm是柱子与柱子之间的中
心间距。柱子的实际尺寸，如果加上面层准确地说应该是230mm，所以柱子与柱子之间的间距就应该
是1695mm。如果以这个尺寸作为教室出入口的尺寸，假如考虑轮椅的话是最合适不过的尺寸了。所
以1695mm这个尺寸看起来似乎的确很有根据似的。原本是希望建造柱子的实际尺寸小一些的高精度
的建筑，因为这种几乎是单纯视觉上的理由而采用的预制构架的方法，结果却成为各种各样的依据和
原因。不论是DPG玻璃的尺寸还是大屋顶的梁架也都遵从1925mm这个预制柱间的尺寸。并且外部的
球形照明也沿用7700mm(1925mm×4)的网格模数，井井有条地布满整个建筑用地。当初为了使整个建
筑的各个场所的特性更加引人注目，配合每一个场所进行了不同的照明效果的设计。结果，最终还是
从那种强调单个场所特殊性的设计方法，转变到依靠统括全局的体系的设计方法上来了。也就是说，
所有的构成要素都以1925mm或者7700mm的模数为依据进行配置，使该建筑的这种体系成为建筑表现
的中心。因此，从施工方法到建筑策划，所有这些都受预制这种构架体系所诱导，建筑的各个部分都
由该体系来决定。即，将预制的柱子、玻璃、百叶以及照明器具等这些建筑的构成要素，沿用依据预
制构架产生体系所决定的模数进行配列、布置。于是，该预制构架的体系也就原封不动地成为这个大
学在空间配置上的体系，同时受到这个空间配置体系的诱导，整个大学的教育体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
响。
"公立函馆未来大学"彻底地贯彻了这个设计手法。在竞赛方案的最初就是以预制预应力混凝土为前提
的。以12600mm跨度配置的预制混凝土柱不仅仅只是这个建筑的构架方法，它还包含有教室和事务室
的面积以及它们配置的方法，还有被称为工作室的大空间的性格以及与这个空间的配置和特性密切相
关的大学的教育体系等等，它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关系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建筑的构架
体系和教育的体系是紧密相关的。通过利用这种设计手法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彻底解决。根据实
际在这个大学任教的老师们反映，这个构架的体系其实就是他们所希望的教育体系。特别是那个被称
为工作室的大空间，如何使它反映出教育的氛围，从最初开始就是我们设计人和在这个大学任教的老
师们的共同目标。也可以这样认为，空间的意象和由该空间所能诱发起的活动意象从一开始就达到了
一致。我认为所谓的建筑空间指的就是这个。建筑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要承受各种不同
的意象，并能够让这些意象在其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所谓的意象培养器。我们受到来自于
建筑空间的刺激，并且进一步还会受到与这个空间有关联的各类人等的意象的刺激。所谓共同拥有空
间的意象并产生共鸣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建筑是一种体系，即，建筑是由被决定了的构成要素和这些要素的组合，然后根据固定这个组合的规
律而构成的。但是它并不只局限于空间的组合方法，它同时也是被该空间诱导出的活动体系。共同拥
有空间的意象也是指共同拥有该空间中的活动意象。可以这样认为，体系这种考虑建筑的观点，是围
绕空间的观点的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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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16隈研吾/建筑构造细部)》主要介绍了日本资深建筑师隈研吾近十年来在材料与建筑构造细部
关系上所作的研究与实践。隈研吾在建筑设计和构造细部的推敲上细致而又不羁，从传统的建材玻璃
、石材、木材、PC、砖、竹、夯土块到稻秸草、塑料甚至和纸，游刃有余，张弛有度，展现了一个又
一个建筑精品。《国外建筑设计详图图集(16隈研吾/建筑构造细部)》图片、线图丰富，实为广大建筑
院校师生及设计院、研究所相关从业人员值得收藏的宝贵参考资料。
2、从喜欢安腾开始
对日本建筑师有着敬畏
我们需要学习的太多了
这里面的建筑感官的乡土到精神的表达
使我们需要向之学习的
3、牛B
4、看到细节的设计对设计有很大帮助啊
5、一直想看山本的设计详图  终于买到了   书05年出版的  可惜没有05年后的作品
6、看过这书我开始喜欢山本里显
7、书不错，但是发货太慢了。6－7天才收到
8、山本理显和伊东的对谈很值得读，方案也值得读，最后发现迫庆一郎曾在此事务所工作过~
9、前面和伊东对谈各种漏水，好像大师都漏过，笑死了
10、抽象与现实的思辨
11、从和伊东丰雄的对话展示给大家山本理显设计理念的发展，书中详细介绍了从70年代到本世纪初
的几个富有影响的案例，对设计师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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