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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旭正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建築改革社社長

建築的本質就是改造，不斷地改造，即使建築本身也需要成為改

造的對象！

遠在人類尚未脫離穴居的數萬年前，我們的祖先要讓洞穴適合居

住——安全得不受野獸侵擾、不受水淹浸濕才得乾爽，都必須改造周

邊環境才能如願，那是對自然條件的改造。在構作能力稍強之後，進

一步運用土、石、樹幹枝葉，架構出可以遮風避雨的獨立房舍，更是

典型的改造——追求架構方式的更佳途徑、讓造形更符合想像。

改革與脈絡

改造是廣義的改革，所有的改革都是依於脈絡的，沒有脈絡就沒

有改革的必要。就建築而言，「追求身體舒適」作為脈絡，所以有改

進材料與形式的必要；「經濟效率」作為脈絡，則工法、便於管理、

節少材料就被強調；「象徵的表達」作為脈絡，所以有參照約俗、講

究形式的必要；「節能減碳」成為生命存亡的關鍵時，當然就有推動

綠建築的必要；「建築的社會性」作為脈絡，因而有反思建築行動以

及建築之社會角色的必要。

隨著脈絡的特質不同，改革的挑戰亦大為不同。譬如，在脈絡中

涉及愈多的人的成分，則改革的困難度愈高。所以建築的社會性改革

十分困難，因為它涉及社會中的許多族群——出資者、使用者、乃至

設計者。相對的，在建築內部的改革，如設計取向的改革、材料技術

的變革、建築風格的轉向等等，則相對容易也比較常發生。

改革以醒覺為前提，醒覺的前提則是脈絡性的觀察。從焦點本身

暫時跳離才能換個角度看到脈絡及其中的焦點，進而藉由脈絡提供的

比較才能進一步觀察、評斷出焦點對象的問題。一旦我們的注意力能

在焦點與脈絡之間移動，剎那間，覺醒遂成為可能，視野會因而大大

不同。譬如，建築設計者若能在建築尺度與城市尺度間變換觀察的角

度，他可能乍然發現自己在基地上費心思量的單棟建築其實是數百公

建築改革之道
文．圖／曾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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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外某條街道的端景，因而察覺到必須特別用心

於該建築物的頂部設計，如此一來即為該建築物

之天際線表現找到極具說服力的依據，也為該建

築在城市脈絡中樹立積極的表現。這端賴設計者

能在建築與城市脈絡間變換觀察，對城市脈絡有

所覺察。

試掘改革議題

類似的「焦點—脈絡」觀察方式可以運用於

與建築有關的多種層次上，藉以看出當前台灣建

築可深入關切的幾個議題，以下隨手幾出幾端：

．綠建築之於永續生活觀：狹隘化為計算技

術而忽略了設計哲學

．設計教學之於整體建築事務：過於重形而

忽略許多重要的知能

．建築設計之於住宅生產：虛假的預售制箝

制建築設計的專業性

1.綠建築不應淪為計算技術的操作

綠建築在台灣的發展速度出乎意料的快，

在短短十多年中即從學院裡的概念發展為全面性

規範公共建築設計的行政規範，其規範範圍、指

標、審查程序、計算方式等都已十分齊備，甚至

也成立協會組織專門配合公部門來有系統地處理

建築師學習、實作、審核等實務工作；建築學校

裡也將這一套指標與計算技術納入教學之中。於

是綠建築指標機制儼然成為社會中一套穩定的機

制，由法規、審查、罰責、機構、論述等共同構

成，隨著運轉而內部的構件關係也愈來愈緊密，

在社會上站立得更穩固。

然而，當綠建築成為一種設計執業中不可

綠建築不應只執著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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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的工作程序，如果過度強調計算技術、軟體

應用技巧，卻也可能讓綠建築愈來愈與它本來的

意圖疏離。設計師因而淪為作業員，雖經訓練而

擅長於在電腦上按鍵計算、製作精美的報告書，

卻可能對永續環境的價值缺乏理解，不曾思考如

何將它納為生活實踐的一部份，更不用說質疑是

否有更好的作法來符合永續的生活價值而非僅僅

滿足指標。永續環境其實是一種生命價值觀，對

人的生存與地球環境的關係需要深刻的觀察與思

考，形成對人類之建築行為的看法，由此再進一

步努力地尋求技術、材料、工法與新的空間形態

來滿足新時代的目標。所以永續設計會是一套深

刻的設計哲學而非僅僅只是無生命的操作技術。

我們期待永續設計被深刻地對待，它可以帶來建

築執業的新氣象，也可能引發建築課程的一番改

革！

2.建築設計教學依然過於重形

建築一向藉由圖面和模型來傳達設計構想，

或許是此一工具的導引，讓建築設計往往偏向視

覺形式的講究。事實上，人們進出建築體驗空間

並不全然只賴視覺；我們的聽覺、味覺、嗅覺和

體覺都同時作用著，一個好的生活所在更要求在

靈性上有所呼應。但建築系的設計教學長久以來

耽著於視覺形式的模仿或形式上的更新，總是跳

脫不了「重形」的傾向。

如今電腦模擬的工具已經進步到可以讓人們

虛擬地體驗空間。拜這些工具之助，我們可以更

方便地超越視覺，從模擬的四度空間經驗出發，

深一層地討論人在空間中的五感體會、空間中

上演的社會戲碼以及戲碼所涵攝的人際關係等，

進而可以檢討設計之適切性。可惜的是，在設計

課上，先進的模擬軟體和學生辛苦的電腦演算成

果，普遍還是被用來作為視覺表現的工具，依然

再生產著「重形」的設計傳統；所謂數位建築也

不過是藉高速運算生產出新奇的造形罷了，十分

可惜！

如同所有的資訊技術創新所提示我們的，關

鍵不在於硬體或技術，而是內容。建築設計關心

建築的形構、實體，但我們究竟可以從中多說些

什麼？超越視覺才有機會開展設計的深層議題，

也才能發掘建築所蘊藏的更多寶藏。但教師們能

體會到這個課題嗎？能在概念上準備好挖掘的工

具嗎？能在教課與評圖中獨排眾議，引導學生朝

向深處挖掘下去嗎？在改進數位工具的同時，我

們更需要的豈非腦內革命？

3.虛假的預售制持續傷害消費者與建築師

房屋預售制是1960年代，台灣建築融資體制

尚不健全時，由民間業者摸索出來的產物，如今房地產開發未必造就了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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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社會條件已經大幅改變，它卻轉形為助長

投機的機制，除了消費者深受其害，建築師也在

過程中極度被扭曲。

預售讓消費者在房屋尚未完工、付款尚未

完全之前即「擁有」地產，看起來似乎是體貼消

費者的好作法，殊不知它也讓開發商不必擁有夠

多的資金或夠好的專業能力即能跨入建設業。再

者，預售案對業主而言，關鍵在於如何藉廣告行

銷等手法將虛無漂渺的「房子」賣出去，因此重

要的是代銷公司而非建築師，是廣告文案而不是

體貼的設計。在此獨特的關係結構中，建築師並

不重要，設計能力也不是重點，預售制因此是一

個扭曲的建築生產機制。

試想，如果廢除預售制會帶來多少變化？首

先，一旦建商必須興建完成才能在市場上銷售房

屋，則有心投入建設業的公司必須承擔更高的營

建成本，其投資自然會更加謹慎。於是不論建商

或者要提供融資的銀行，事前對於建案勢必要作

更專業的評估，確定其區位、設計品質、產品定

位等等是否真正能夠吸引購屋者。如此一來，將

使建築企劃、市場研究、建築設計等專業都受到

重視，自然可以減少錯誤的投資也讓都市發展更

趨於合理。其次，對消費者而言，面對已經完工

的建築，自然會嚴格地計較該產品的真實品質，

要求實用的設計，而不被虛幻的廣告詞藻與大師

吹噓等假相所矇蔽，這不僅可以杜絕諸多購屋糾

紛，更可讓建築的品質乃至都市的景觀品質都逐

漸提昇。

建築師，不論是否有參與建設公司的個案設

計，能看到建築師在此生產機制中的角色嗎？能

體會這機制對建築專業的欺淩嗎？願意進一步思

考此一機制存廢的可能嗎？這才是問題所在呢！

改革需要行動

以上試舉三個議題，分別可歸於建築執業脈

絡、建築教育脈絡和建築之社會脈絡，它們都只

是眾多議題之一。亦即，面對台灣當前的建築發

展，至少從執業、教育和社會文化面，可以發掘

出許多有待改革的議題。

改革以行動為判準，沒有行動的改革主張只

是空想。通常，改革的動力來自離苦得樂的現實

性追尋，但如果現實的苦受不夠強烈或著樂受的

吸引力不足，往往讓改革只停留在理念主張的狀

態，舊習依然因循，世界不會改變，溫水煮蛙正

是最好的啟示。所以，依靠外境的逼迫才產生回

應式的變革行動，其實是極其危險的。相反的，

真正的改革應來自於覺醒的行動者，依於理性的

脈絡分析判斷、堅定的行動企劃和持久的熱情延

續，如此才能造就有計畫的真實行動。簡言之，

真正的改革者是為證成自身的信念而行，因此它

不會停止，只要有人就有新的信念就有新的改

革！ 

台北大國

空間專業是可以自利利人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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