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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建筑十五讲》

作者简介

董豫赣，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著名建筑师、建筑评论家，人称"老董"。在北大主讲"现当
代建筑赏析"通选课十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精品课之一；为理清讲义陆续撰写的七十余篇论文，在
各类杂志上刊登；偶然著成的两本有关建筑与艺术的小书《极少主义》《文学将杀死建筑》，都在半
年左右重印；为教学实践所建成的几幢建筑，曾被国内外多种报刊报道，并由此出版了两本专著《从
家具建筑到半宅半园》《败壁与废墟》；近年来迷恋造园，相关造园作品连续三年入选《中国建筑艺
术年鉴》，为此新开一门"中国古典园林赏析"通选课，也从几年前三十余人的冷清小课发展为百余人
的拥挤大课。

Page 2



《现当代建筑十五讲》

书籍目录

Page 3



《现当代建筑十五讲》

精彩短评

1、斯卡帕写得好
2、讲的细
3、“在文学与艺术的创作中，谁拘泥于原创性，谁就不可能原创。然而，如果你单纯地尝试说出真
理，一点都不在乎它是否被说过多少次，十之八九你正在原创中而不自知。”———C.S.路易斯
4、开始认识柯布，密斯，康，赖特，文丘里，阿尔托，库哈斯，安藤，岛妹，西泽。。。这是一帮
不得了的梦想家和实践家。
开始认识当代建筑，世界又向我打开一扇窗，令人驻足停留，目不暇接。
在这个春天遇见你，真好。
5、董老师写的真好啊
6、董豫赣很有意思，改变了一些我的想法。了解建筑史尤其是近代史很重要，才发现现在能想到的
牛逼idea其实人家好几十年前就有了
7、H3S2.签名版><
8、董老师没把内心OS写出来少了很多乐趣啊！
9、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贯穿始终 从雨果批判的角度反述建筑的发展
后现代的那一讲没看懂
10、理想的文笔风格，错相信是一本“通识”读物真是不敬。读到最后，幻想自己在高山上远眺，再
向上望望，那些所追求的，又坚定了些啊。
11、抱着一天一节课的心态在半个月里读完了这本早就买完放在家里的建筑书，此书更多的是用中国
文人特有的心思把对于建筑的细枝末节全都书写得洋洋洒洒。听过董老师有关此类课题的课程，觉得
各有各的高超，读后受益匪浅。先是懂得，越读越不懂，越读越模糊⋯⋯
12、  这本书是我的建筑启蒙书。当在一次选修课选完之后，对于这本书并没有多大感。如今大二重读
这本书，无谓是正确的，虽然其中有些知识以我现在的水平还无福消化，但也非常深有感触。
  从这书，到我的建筑师这一部电影，康无疑是我最喜欢的大师。

13、I have a dream.
14、有惊喜！比通识更深入，解惑之用。
15、有个性的建筑史，当下的焦点基本上都覆盖了，解答了不少疑惑
16、目前读过国内写这类书最好的
17、也就看懂了20%
18、好书，讲的好明白！
不过我不喜欢日本的内容
19、读这本书的人，应该都是听过，或者想听董老师课的把
20、对于本渣这种外行来说是一本很不错的现代建筑通俗书
21、太迷人了。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和水之教堂。以超度灵魂为目的形式感建构。
22、还行
23、西方建筑史入门，有个性的建筑审美，但需要先了解一些西方的美术合艺术历史。
24、绝不是通识读物的难易度:S门外汉步履维艰
25、董老师的书和课从不令人失望
26、哪里算通识，明明很专业。有学识有思辨的人，也可以做到诚恳而不刻薄的吧。对库哈斯和努维
尔的评论部分持保留意见。董老师常常一棍子打死自己不喜欢的人，当代建筑还在探索中，我们拭目
以待。
27、有些不知所云，既然是一本通识教材，文笔就应该生动、活泼一些，尽量少谈一些主义，多举一
些鲜活的案例。建筑是一门极有趣的学问，但这本书里完全看不出来。可能很多知识都过于专业或冷
门了吧
28、有知识有偏见才是有态度呀  给措辞点个赞
29、断断续续终于看完了
30、现当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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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建筑十五讲》

31、董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犀利 时而穿插对隔壁学校（清华）的冷嘲热讽 读来真是大快人心！期待老
董的园林力作。
32、最后一个暑假,好好用功读书!
33、对建筑的理解更加广泛，不仅仅是实体、空间，还关乎精神、权利、文字⋯⋯以前熟知的“建筑
师永恒的音乐”之类的词汇真真理解。在更清晰建筑的同时，也感到困惑，未来建筑的去向，是否如
库哈斯所感受的，建筑若不做些什么，将会消亡。
34、听了董老师的课。这是按照上课的内容编成的书。出书之后董老师就给这门课编了新的内容，不
知道怎么样
35、简洁、抽象，有了一定建筑学史、美学史基础再看会更好。我心中最美的意象大概是荒原深处，
一座直入天际的几何形体建筑，向上帝展示自我。
36、从大师到大师，不同的风格和特点让人炫目，结合雨果的著作介绍现代建筑的崛起，又到后现代
对其的颠覆，对于门外汉来说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37、还在读着，受益匪浅的一本书。
38、觉得还是有用吧...
39、总结简练，快速梳理现代建筑脉络
40、作为建筑史的入门很不错  但书中很多建筑大师表达的深刻的设计理念与哲学还得自己反复琢磨 
一遍是吃不透的，要读两遍以上。
41、纠正一下，在18页《小将杀死大》那里有个事实错误：路易十六并不是路易十四的孙子，而是后
者的曾孙路易十五的孙子。差了太多辈了。看来人难免会犯错啊⋯⋯ 但是对于讲历史的人来说，这样
的错误实在不应该
42、走近历史深处的现代建筑山峦，潜心赏析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的现代建筑杰作，呈现当代建筑的奇
观和实验。 如果将一叶蔽泰山的树叶从眼前移开，或许就能看清历史深处的现代建筑山峦，看清那些
经过时间沉淀的现代建筑杰作⋯不必冒鉴赏风险，只需潜心赏析。
43、呃，老实说没看懂。技术的内容少，哲学的东西多。
44、他让我开始喜欢建筑。
45、插图不能忍，排版也算不上好
46、干货十足
47、最近对建筑很感兴趣~
48、大三上。干净，漂亮，利落。不把读者当傻逼唬。可入门可明路。
真不愧是董老师。
49、干货满满
50、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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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建筑十五讲》

精彩书评

1、不得不说，董豫赣是一个文笔非常好的建筑师。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也深刻的感受到他海量的阅
读量读。文章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开始，讲了柯布西耶，赖特，密斯，康。。。作者不乏独到的
见解：建筑是固体的书本，印刷术杀死建筑，消费时代促使的建筑大生产，消费时代引发的奇观建筑
，瑞士建筑师沉重的思考，日本建筑美学的抽象以及他们对建筑与自然的思考，建筑与废墟的类比。
整本书读完是酣畅淋漓，觉得不像一般的理论书一样有很多空话，废话，甚至几处还可见作者的幽默
风趣。读完这本书，也不得不引发自己对于建筑学本质的一些思考。在现在消费时代的大背景下，建
筑奇观屡屡出现。走什么样的道路，才是建筑学发展的合理方向？材料，构造，结构，我们是否应该
深入到这些建筑学本源的东西中去，而不是做一些“奇奇怪怪”造型的建筑。
2、现当代建筑流派芜杂、学说纷纭，自现代主义开启对折衷主义建筑的反叛以来，现当代建筑就在
各种理论中曲折前行。纵览这百余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艺术、集体主义、符号理论、
后现代思潮等文化哲学运动的痕迹。现如今，消费主义又占领了建筑理论的高地，于是，建筑的坚固
、实用似乎让位于惊奇的外形，人们满足于观看城市中新的神迹，肆意发泄着猎奇的欲望。书中最后
将视角转向东方，在比较了中日之间的建筑思潮和建造实践的现状后，对中国当代建筑的进化方向进
行了探索，并对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小木作”——蕴含的弥合建筑与自然之间鸿沟的价值给出
了颇为公正评价。也许，解决当代建筑困境的答案，就隐藏在被我们忽视的小木作中。此外，董豫赣
老师在文字中充盈而出的情感，也为本书增添了一分浪漫的文人气质。
3、作者用诗歌和散文的形式，洋洋洒洒地来记述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可以感受到流淌在
他内心深处的对建筑理论与实务的热爱和喜悦、以及陶醉的幸福感。作为读者，特别喜欢斯卡帕这一
章节，也深深地陶醉于如下的语言与观点：存在于事物间的美，首先是让人惊讶，然后才是认识，最
后是对美的表现。思想是感觉加秩序的体现。学校源于一位有表达欲望的人，他在一棵树的阴影下，
情不自禁地有所表达，有的人来听，有的人走了，还有些人听得投入，就找来朋友和孩子一起来听，
人群就这样聚集在一起，学校就此诞生。阅览室是非个人的，它是读者的沉默和书籍的相会。如同所
有艺术一样，建筑也应当保留那些能够揭示事物建造过程的痕迹。并非所有房屋都属于建筑艺术，自
然光是唯一能使建筑成为艺术的光线。康的秩序意味着以服从的方式被同化，斯卡帕的对话则要求在
缔结整体性时，还需保持对话双方各自的独立性，不同部分因此将呈现出无法被同化的片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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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建筑十五讲》

章节试读

1、《现当代建筑十五讲》的笔记-第18页

        纠正一下，在18页《小将杀死大》那里有个事实错误：路易十六并不是路易十四的孙子，而是后
者的曾孙路易十五的孙子。差了太多辈了。看来人难免会犯错啊⋯⋯ 但是对于讲历史的人来说，这样
的错误实在不应该

2、《现当代建筑十五讲》的笔记-第36页

        1961年，74岁的柯布在一本旧版的尼采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扉页上写道：

自1908年以来就再未读过这本书=53年=我个人的生活。今天，我觉得从这本偶然发现的书中获益匪浅
，我明白了现实抉择及命运这些都是一个人终身的主题，因此我决定为这本书作个注释。

⋯⋯

柯布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8页那句“我乐于奉献与布施我的智慧，直到智者再度因自己的愚
笨而喜悦，贫者因自己的财富而快乐”旁边，写下了他的答案：

张开双手吧！

这是1987年才在昌迪加尔实现的雕塑作品。柯布当时对这一张开手掌造型的解释是：

张开的手掌，是为了接受，为了给予，为了分配、自由⋯⋯张开的手掌，是乐观主义的手势。在现代
人面前，它是灾难，我给其他人留下的这句话是为了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在此刻，这是一个焦点，一
个悲剧时刻。

焦点在于我们如何既能宁静独处，从而避免个人在大众中可能丧失自我的危险，又能天天与人交往，
从而避免因孤独而可能丧失现实的危险。这个两难的选择，才是这个没有英雄也没有超人的时代的真
正悲剧所在。

3、《现当代建筑十五讲》的笔记-全书印象最深的10句话

        1.确保文化“现代化”的精神一种平和而自信的文化心态——既不将文化间的差异当作差距来剿灭
，也不将它们当作独门暗器来发飙，而是在相互对照中获得更细微的互相理解。
2.西扎：根本就没有什么创新，建筑师只是改变了现实而已。
3.房龙：凡是有着朗朗上口且庄严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往往会成为常用的战斗口号
。
4.当代的消费狂潮已然取代了宗教狂热。
5.效率是现代主义关于文明定义的时间哲学之一。悠闲的时间只有用于远虑才具有文明意义。现代主
义机械美学：美＝效率。
6.瓦解家庭是消费资本寻找消费新出路所必需。家庭瓦解为单身/丁克将是人类数量与产品数量之间最
后的余利空间。
7.消费速度将成为消费空间被开发竭尽后又一利润无限的时间阵地。其无穷的潜力来源于对人类贪婪
性的深度开发。时尚成为开发人类消费欲望最深处的时间钻头。
8.现代建筑美学等式：坚固+实用＝美观。三项为黄金三原则（古罗马 维特鲁威），实用早被现代主
义效率满足，坚固成为再生产的障碍，美观为后现代唯一消费途径，它主观且不可检验。可以利用美
学符号来兜售一切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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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建筑十五讲》

9.消费时代建筑要义——奇迹乃是消费之必需，在经济、实用均被满足后，只能以奇观刺激消费者麻
木的残疾视觉。
10.如果将一叶蔽泰山的树叶从眼前移开，或许就能看清历史深处的现代建筑山峦，看清那些经过时间
沉淀的现代建筑杰作⋯不必冒鉴赏风险，只需潜心赏析。1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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