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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眼睛》

前言

　　也许是因为个人心性缘由，不愿意着于这一外在虚相，加上恩师再三叮咛告诫年纪尚轻，不要急
于发表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一直以来都婉拒两岸出版社的盛情，不愿意出所谓的个人全集或传
记。. 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资料一天一天的因为不知名的原因渐渐丢失，又担心自己年岁将老，
记忆力总有衰退时候，加上上海经营出版的朋友仁定兄再三的劝说，要我就当作是阶段性个人资料整
理，以及取得华东师范大学的出版认可，才心不甘情不愿的点头，还因此被师父训了一顿，说我正事
不做就好这些，实在有点冤。是啊，我不答应，出版社能奈我何，我不坚持啊!而对于那些常来向我要
资料的人，真是抱歉，以后他们只好自己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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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眼睛》

内容概要

《流浪的眼睛》记录了登琨艳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间游历各地的所见所思，也是他放空自己寻找
自我风格的游学历程，显得感性十足，能够令读者轻松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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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眼睛》

作者简介

登琨艳，台湾高雄人，学农出身，因缘际会投身建筑大师汉宝德门下，在台湾少年成名。九十年代初
定居上海，从苏州河老仓库的保护性开发，到杨树浦工业历史建筑再生，他不断地将历史建筑保护和
城市文化反省的思想传达于世。
登琨艳不是一个悲情的传统守护者，他因设计而时尚，因时尚而更有发言的力量，然而卸去时尚的外
衣，他依旧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品格的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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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眼睛》

书籍目录

自序原序 结合了感性与理性的书编者手记德国式浪漫的历史见证法国小教堂的启示建筑师是真实世界
的主宰天堂就在爱琴海上的希腊小岛希腊的天空真希腊土耳其人留在西班牙的记忆宫殿如果你一个人
晚上在东京京都那款夜曲世界三大水乡城都企业家的建筑文化责任让财富变成生生世世的文化资产重
返温馨的都会户外生活古迹和水饺的故事威尼斯的名字叫浪漫，台北，你呢？紫禁城飞行纪事烟花烛
火摆渡周庄的那一夜奢华过尽风韵独存那一夜我在上海寻夜央一九九一初晨在上海附：登琨艳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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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眼睛》

章节摘录

　　我去过这样一个很难让我忘怀的浪漫山城。在著名的罗曼蒂克大道Romantische Strasse上，从乌兹
堡Wurzburg到菲逊Fssen的新天鹅堡，全程长约三百七十公里的路上大小乡镇城堡不计其数，其中最吸
引我的山城名叫洛顿堡Rothenburg。德国人自诩那是中世纪之宝，是德国的中古世纪城镇保存最完整
的山城。全城四周墙城门楼保存完整，城内没有增建任何一栋新的建筑，人们仍然居住在旧有的中古
世纪的建筑房舍里，市中心有一个大型广场。临广场边的市政府是一幢模仿十三世纪歌特式建筑的大
楼，市政府的议会厅三楼面对广场的窗户上装着一个时钟，每到一定时间，时钟外就会出现两个小木
偶，一个将军装扮、一个老市长装扮。老市长一出现就会做出一个拿大酒杯一饮而尽的动作。这个时
钟的人物是在叙述一个古老的洛顿堡故事：在公元一六三一年，洛顿堡被将军提利率兵围城，提利要
将城内反抗的居民处以极刑，老市长努休挺身而出，与提利将军谈判，打赌一口气喝下了一杯装有四
分之三加仑的酒，提利非常感动，遂下令撤军。当地的居民后来在一九一零年装置了这个电动时钟作
为该历史故事的纪念。而且在每年六月，复活节过后的第七个礼拜天，居民就会身着中世纪传统服装
，涌向广场，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和表演，笙歌连夜，并施放烟火，并豪饮当地特制的葡萄美酒，热闹
滚滚。　　这是洛顿堡最大的节庆，不但全民参与，而且来自世界各国的观光游客也挤满整个山城。
一个小小的山城，他们利用一个历史故事，包装了他们的节庆文化，不但自己欢乐，也招来观光客。
欧洲各国政府都很会利用他们丰富的人文资产。我认为这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市街的建筑形
式有点像是一个中古世纪德国建筑的博物馆，几乎德国南方所有的建筑式样都搬来集结在这里一样。
而且建筑与建筑之间安排得非常紧凑，高低秩序、层次分明得体，让人有如走进一个道具城一样，真
假难分。尤其城里的那些博物馆，像是皇城博物馆所陈列的洛顿堡中古之史，器物和罪犯博物馆所集
藏的中古刑具，以及农业博物馆所陈列的传统农耕用具，就让人有如参观电影道具一般，真是有趣；
再加上大街小巷的各种式样错落层次堆砌的住宅，整个山城真像个露天博物馆。　　旅行过欧洲，尤
其是德国那些浪漫迷人的小山城，回到台北之后，我常在想同样也是有着许多美丽山川的台湾岛为什
么会被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建造出这么多实在不怎么美丽的城镇和乡村。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有本
事建造出如同德国那些村镇一般温馨浪漫而又保有自己本土文化风格的山城呢7过去没有就算了，现
在开始计划也还来得及，至少我们的子子孙孙会享受得到。尤其今天，台湾号称这么富有，在大量建
造新的山坡建筑之时，实在没有必要再用过去的观念，在盖房子之前老是先将山坡地一段一段阶梯式
地推平，再筑上一道一道大大小小生硬的水泥挡土墙，然后再将水泥盒子一个一个往上放，什么景观
、自然保护、文化意识一概弃之不顾，真叫人看了难过。　　难道什么样的民族就真的只能建筑什么
样的城市吗?我们可以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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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眼睛》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本结合了感性与理性的书，没了建筑和文学的包袱，登琨艳流浪的眼睛中，带着叛逆却温
柔的眼神。　　——汉宝德 台湾知名建筑学家　　走过高峰的登琨艳，觉醒到应该将自己沉潜归零一
段时间，然后再找另外一个出口。　　——黄湘娟 台湾《室内杂志》总编辑　　对于文化和美有纤锐
感性、在台湾土生土长的“雅痞”登琨艳，他的文集无疑颇值一读。　　——陈映真 台湾著名作家

Page 7



《流浪的眼睛》

精彩短评

1、游记写于1980年代末，不算有料，文笔比较清新诚恳而已。对于旅游没有借鉴价值，对于研究登，
提供了不少线索。末一篇讲90年代初的上海，堪称有情有义。
2、额，有点收获吧，但收获不大。。
3、跟着走 再回来
4、模糊的眼睛、清晰的心

5、流浪的眼睛是思考。
6、文采比作品好

7、把上海废物利用的不错~
8、爱琴海上的希腊小岛 流浪也要去！
9、这是个游记，对于城市，应该有种归宿的性情
10、了解不同的风景（2008.5.20）
11、贫瘠的文字
12、I267.4/151
13、这个色大叔说：天堂就在爱琴海上的希腊小岛
14、图书馆不是全集啊我日！
15、两年前读过的一本书，至今都不能忘记笔者对爱琴海的介绍，真美
16、两个小时消化了
17、要么读书·要么旅行
18、他的文字有意思
19、关于建筑的随笔
20、记得是在那个折扣很大的书店买的,书店在2楼.买了书出来的时候才想起来几年前就来过的,是2个
女生带我来的.其中一个后来结婚了,记得她在南都做编辑.
21、离开了xmu 没能把图书馆里的这个系列读完，可惜了
22、流浪中，我只看到你的好。
23、如果送快递的可以不把我的书折的那么可怕，这本书就完美了
24、人的一生应该在爱琴海的小岛上生活一段时间.
25、等于一个朋友讲自己的旅行小闲话，待自己去看这几个城市会发现别样的美吗？
26、书里有些照片比较老了
27、观点独特,语言简练,游记能结合作者职业背景.
28、旅行时候读的~还不错
29、图书馆发现的宝贝啊。。。~ 我爱到疯
30、只是一个男人的角度来看而已
31、有点水。除了“紫禁城飞行纪事”，而且关于纪念堂和纪念碑为什么建造成那个样子，他该是猜
对了
32、确定我会爱上希腊湛蓝的天空
33、敏锐的眼睛看到了人文与世界的敏感点，也看到了历史，致敬！
34、登老师对80年代台湾人文、建筑审美和环境的担忧与批判，放在现在的大陆也完全使用，甚至有
过之而无不及。
35、天空很希腊
36、京都风情
37、凑合，相当凑合
38、很有个性的一个人
39、有很好的图和思考。
40、千万不要再相信动辄就“⋯⋯一生⋯⋯”之类的蠢话
41、感觉作者有点骗钱的嫌疑，没什么内容，我想白送给人家，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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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眼睛》

42、眼睛在流浪
43、是旅行杂志，还是观后有感？印刷排版错误百出，这书编辑真的审过么？
44、希腊米洛斯小岛的白色屋子和墨兰的天空打动我了！！！！
45、我觉得有点一般 不如余秋雨。。
46、建筑师的反思，图片很美但太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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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眼睛》

精彩书评

1、看完了，觉得登先生是很有个性的人，文字也很放松。也能看出他是个严肃的设计者，行走期间
不断反思台湾本土的设计和现状，大概是每个有责任心的设计师的必经过程。
2、登先生的作品，一位朋友概括为妖艳。如果用书法来形容，登先生的作品就像怀素的草书。相比
先生做的建筑我更喜爱他做的室内空间，在材料与光感的结合上，都可以给现有的空间增添戏剧化的
色彩。我想这也许就是先生对于游历时的某个片段的深刻感受的表达吧。他在用记忆的片段，材料加
对光的感受来描绘他对空间的感受，最终是想把这些回归到文化，回归到禅宗的静谧上。羡慕先生的
经历。尤其是先生是学农出身的，对于自然的感受与曾经生活中的观察培养了先生对于细微事物的深
刻感受力，这些感受力让先生的浪漫与戏剧性在室内空间中发挥到极致。这些戏剧性虽然还不很成熟
，但是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位智者，他的作品可以带给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深思与眷恋甚至是感慨已经足
够了。先生一直在追求简单静谧的生活。喜欢先生身着白衬衫，安静的微笑，高大泛光的脑门充满了
智慧与神秘。
3、我是先认识作者的作品,再应为工作关系认识作者,然后关注他的书...&lt;流浪的眼睛&gt;我好喜欢...
喜欢其中描写的希腊和京都,我想这辈子我会至少去一次
4、这本书不便宜，定价32，就算我是VIP最后实际购买的金额估计也在20左右。书里面乱七八糟的节
选了一些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欧洲国家和日本以及中国的几个城市的图片和随感。可是，一个
连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什么人都没有搞清楚，只是有着因为我是台湾人所有我有点钱，
然后我希望环境很好，可以持续发展以及我虽然是学农的但是我搞建筑也小有成就日子还不错吧这种
感觉。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许我没有膜拜过他参与设计过的建筑，但是买了这本书我实在是觉得
，没有什么意思呢。除了他喜欢喝酒，还有什么呢？不过，话说喝酒和嫖妓倒是人生一大乐趣呢。
5、想去那个叫做天堂的地方--希腊，置身那白色的墙海，抬头看看那蓝黑色的天空，感受那一份宁静
的美好、静谧的浪漫。刚开始还是挺有冲动看完这本书的，不过后来觉得作者写得东西太零碎，大多
写自己，所以后来那些只是一扫而过了，看看那些建筑，感受其中的美妙，足矣。
6、这本书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看的。本人看书有一嗜好，对于陌生领域的书一般都借新书，就算没兴
趣，也可以暗自庆幸我是这本书的前几位读者。《流浪的眼睛》正是这样一本，可能比较冷门，加上
我们学校没有建筑系，所以书新的很。看的时间久了，但还记得那双模糊的眼睛和清晰的心。登琨艳
，经历挺有意思，当然放在文学故事中那是不值一哂的，但问题是他出现在现实生活中，这就有些诧
异了。师从台湾建筑名家汉宝德。本身跟建筑完全不沾边。但正是由于他以前完全不同的经历，给了
他一个全新的视角。流浪的脚步带着他独特的眼睛，审视了欧洲，日本等地的建筑。任何一个领域的
人做到一定的境界都会做一件事，那就是反思。也许登在建筑这条路上走的没有其他人远，但就人生
的道路确实不近的。所以他用眼睛看，用心想。反思台湾的建筑界，反思建筑的意义，反思人生。还
记得用纯砖石垒成的花纹，那可比涂料瓷砖的涂贴美丽的多。这双眼睛不错，心更不错。
7、那本让我翻开后就不像合上的书生动的讲述配合着漂亮的图片让人很紧张的跟着作者的脚步游历
书中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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