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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者之美》

内容概要

本书是承孝相关于建筑理念的第一本作品。在本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之后让其闻名于世的“贫者之美”
的建筑美学理念。表面上看是对城市中的建筑和建筑构成的城市及其功能性、舒适性、目的性和影响
力进行探讨。实际上是对建筑的一种美学和哲学层面的讨论。作者结合了书法作品、戏剧作品等展开
“如何用有限的条件创造美”的探讨。
承孝相的建筑工作始于寻找场地的意义。他优先关注的是发掘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建造物在时间长河中
积累下来的生活轨迹，然后再根据每一个瞬间、根据直观做出的决断，重新构筑其现在性。并且，其
决断的动机不管是积极正向的还是负面的，都基于对我们生活的深深的眷恋，所以他的建筑始终是健
康的。
从这个角度看，承孝相是进步主义者。
但是，他的进步主义轨迹区别于20 世纪初试图绘制梦幻理想主义社会的革命者的理想。如果说革命者
的理想是颠覆之前成就的所有价值，在白纸上绘制幻想和梦想的世界，那么的态度是根据当下的时代
要求，选择性地接纳过去累积的所有轨迹，在此基础上增添新的现代性。
在这个角度上，他又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承孝相的“贫者之美”不是贫寒者无可奈何选择的退行性美学，而是心甘成为贫者的人追求的实践性
美学。“贫者之美”的建筑美学理念是对主导20世纪的西方文明的批判，隐含了对建筑本体问题的一
系列反思。承孝相不仅反思建筑的本质，对建筑材料也十分感兴趣，他的理念启发着建筑师去发现，
赋予建筑独具一格的外部形态和不同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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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者之美》

作者简介

1952 年出生，毕业于首尔大学，他曾就读于维也纳工科大学。15 年的时间拜金寿根为师，于1989 年开
创建筑师事务所履露斋，他是引领韩国建筑界新风气的4?3 集团成员之一，也曾经为了探索新的建筑
教育而参与了首尔建筑学校的设立过程。他从主导20 世纪的西方文明的批判中出发，提出"贫者之美"
主题，并将此放在他建筑工作的中心，目前已荣获"金寿根文化奖""韩国建筑文化大奖"等各种建筑奖项
。2014年被任命为首尔市总建筑师。
主要作品有海南博鳌蓝色海岸、长城脚下的公社会所及二期别墅、朝外SOHO、M-CITY规划、前门大
街修复工程等。
著作有《贫者之美》、《智慧的城市/ 智慧的建筑》、《建筑，思维的符号》、《地文》、《卢武铉
的墓址》、《古老之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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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站在又一个世纪末
几点随想
寻找场地的意义
作者履历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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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者之美》

精彩短评

1、脑海里联系起东京制造里另一种贫者之美了，
2、可爱的小书，正文大约90页，却花了3小时才读完，值得写书评的品质。
3、2016.8.16外图粗略看。很好的书。功能性，场地性，时代性。不仅是符合时代，有力量的作品颠覆
、开创、引领时代。
4、花一个小时，体验承孝相的内心戏。btw包装真好看～
5、话都说的太空了，对实际设计没太大帮助，仁者见仁吧⋯包装挺精美⋯
6、内容不多 当思想小品看看
7、建筑恰巧是我比较喜欢的风格 很多话 很有道理
8、大量的插图，有一定的内容。
9、并不了解韩国建筑师，居然还是校友，看过之后觉得这本小书里的道理，其实还是不错的。
10、图比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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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者之美》

精彩书评

1、作为成就卓著的建筑师，承孝相先生在此书中提出“贫者”的美学观念，旨在探索韩国当代建筑
的出路——面对大行其道的西方现代主义价值体系，建筑师如何打破固有理念的局限而对时代精神做
出自我回应，建筑如何承接当地传统并融入真实的日常生活——这对中国建筑师尤其有启发性。而作
为身居要职的首尔总建筑师，承孝相强调建筑的根本，提倡节制、留白，这样的姿态值得城市管理者
反思。
2、书评分不高一定有原因，最大原因是万万没想到字少到惊服，图也有些居然像素渣到不忍直视都
这么印出来了。但抛去这些，书里还是很多可圈可点的警示和学习的地方。第一个点，就是作者本人
对自己国家建筑反省，这是totally可以套用在现在 激素发展 咱们祖国身上的。第二就是引用的观点和
句子，看着就想扒下来，下次写文章用一样，即深刻又实用。第三来自作者本人的心境，无论如何被
吸引是因为书名（论平面狗实在不懂建筑），但很多东西是相通的。不是蚂蚁大小字，行距巨大，但
既然学习到知识了，一定就有用。所以多看书多去看世界，就能写一本这么少字的书，还排出了100多
页，别人居然也不会去怪罪你。
3、于我而言这不是一本建筑书，而是又一个“镣铐舞者”的不甘。发现这本书是一个巧合，在图书
馆路过书架时它被垫在了其他书下，于是被我抽出，却再没放下。就像Mr. Church说的，“书一定要
从前往后读”，如果这本书从后往前读就会武断的认为这不过是“又一个”在大地上随意堆放矩形的
“建筑大师”。也正是因为看过了他的作品列表我才觉得这本书是一种“惘殆之间”的状态。不过，
作为1952年出生的韩国人，他是思考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开篇的十六页，只是解
释了何时何故出版以及再版这本本来只打算用来送人的小书。用韩国儒生的书生气解释，虽然提出并
努力实践着“贫者之美”，却总有许多的“未尽之言”只能通过本书来声明。在【站在又一个世纪末
】的第一句话，作者在提到“并不是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建筑物都能称得上建筑。”随后就给出了自
己的标准：“我认为要满足三个标准：其一，要符合建筑要承担的合理性；其二，要考虑建筑的场所
性；其三，还要考虑建筑背景的时代性。”作为非建筑专业人士深以为然。当然这也是长久以来热衷
于阅读行业专家的“小书”的取巧心理。读到此节，我抬头看了一眼窗外，那一片密密麻麻的“大地
附着物”。我甚至不愿如作者般称之为“建筑物”。“建筑要占据的是世界上具有唯一性的土地，所
以满足该场所要求的特殊条件，不紧要满足气候和地理等自然条件，还要融入当地的人文环境，这时
候才能算是名副其实，入乡随俗的建筑。”“一块土地，不管其规模如何，在人类生活还没有开始的
时候，就已经存在于那里，且经历了永劫的无穷岁月。在那岁月里毕竟发生过无数的故事，且又消失
在岁月的尘埃中。这些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宇宙尘埃般好大的痕迹融入这片土地，所以不管土地的位置
在哪里，土地是固有的，且因为其固有性，价值不能被低估。因此，恢复场所性是建筑家应该坚守的
神圣义务。发现土地中融入的痕迹，阐明这些痕迹之间的关系，从中创造新的秩序——这些能让土地
开口讲述故事，给土地赋予生命力，这时候场所性才能得以恢复。”好罢，这一类的语句在本书中还
将以不同形式出现多次。相信作为中国读者，也许会想不到正面的例证，却很容易想起“丑陋的反面
典型”。“建筑是时代的镜子，这不是意味着要消极被动地找出该时代的面貌，更要积极主动地照出
该时代应具备的品德。”作者在说完神圣的“场所性”之后，就说到了我们有意或无意忽视，甚至刻
意曲解的“时代性”。之前经常出差，每当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醒来时，通常很难从窗外的景色确认自
己身处何处。因为中国的城市现在看来都是一个样子，建筑的样式只能分辨年代，筒子楼、裸色水泥
老公房、粉彩的早期商品房、粉彩水泥小高层、玻璃幕墙小高层或是玻璃阳台小高层。而这一切还是
我们常常沾沾自喜的“中国速度”得意之作。“支撑我们建筑的是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呢？”作者回顾
了被专业教育灌输在脑中的种种之后，在第27页终于忍不住发问。因为中韩之间共享着五千年的儒家
文化，从第27页到第52页的反复的自我拷问也许是本书中最值得花时间思考和咀嚼的段落，虽然还是
如同作者自序中预告的，这段精彩的内心独白反复的被各种插入的图片和注释所切割打断。当然，这
样的求索未必那么快就有令自己或他人满意的答案。于是作者认为“我们的生活在扭曲变形的整体中
披着标本一样的壳体，竭尽全力厮守自己的底盘，空洞地支撑着这个时代。这时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
机，是对我们未来的威胁。”（第52页）“不愿意说出来，不晓得自己想说什么，你想说却不能说，
但是仍然抑制不住想表达的冲动，或者更痛苦的是不能将这些话藏在心里......”作者在第64页引用了塞
缪尔·贝克特的一句台词。这段话也许就是我们面对很多问题时的无奈根源。“人类只有在孤独建立
起亲密关系的时候，才能发现真正的自我。孤独是不可多得的好伴侣，我的建筑不是和恐惧孤独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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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者之美》

回避孤独者。”（第75页）再一次引用，墨西哥建筑家路易斯·巴拉甘的话也许是在说建筑，而我个
人却读到了更多。“对空虚的缄默、节制，是真正的语言。”由此作者的许多作品确实如此，不是极
简主义却同样节制。到这里，作者最纠结，读者最难读的章节均已结束。在最后的【几点随想】中，
作者对于建筑专业中的几件小事做了一些随想，简单却有趣，透着一股愤怒中年的可爱。“比拥有更
重要的是使用出去，比添加更重要的是拿出去分享，比装满更重要的是腾出空间。”作者在第79页，
以这样的“鸡汤文字”开始。“透视图是口号性的、煽动性的；鸟瞰图是说明性的、演绎性的。透视
图展现的是华丽、炫目的作为客体的建筑，其建筑中的生活是被隐藏起来的。”“不得不之处，我们
的城市几乎都被透视图充斥着，这样的街头不可能真实地描绘我们的生活。当社会出于不稳定的剧变
期，或**者君临的时代，为了注入极端的感情，就更加需要梦幻般的透视图。按照那样的透视图打造
的建筑，会隐匿事实情况，歪曲其中的生活真相，最终以残缺的形态麻痹社会。”天啊，这说的是一
种图纸抑或是其他？读到这里会心一笑，有种跃跃欲试替换中心词的游戏心态。“我们一直追求的更
加舒适的生活，是否真的像我们所预想的那样带来舒适了呢？”“比起触摸肌肤，我们更愿意触摸电
子产品；比起面对面，我们更愿意隔着屏幕；比起当面倾听，我们更愿意隔着听筒。在这些舒适性中
，生活为什么变得越来越贫瘠，越来越自闭了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针对建筑领域，互联网
所谓的改变世界，改善人的生活更加典型。对此我们除了不断更新自己那是似而非的辩解之词，貌似
并没有想的更多。最后，我要说其实就这本书来说，也许并不适合建筑专业的读者，因为专业者大概
早已习惯了书中描述的那种冷峻的节制和理性的孤独，而作者从1996年写这本书直至最近再版，一定
想的更多。而作为非建筑专业的我们也许才是真正应该花上三小时来读读这本小书。虽然，读完我仍
未能体会作者所倡导的“贫者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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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者之美》

章节试读

1、《贫者之美》的笔记-第64页

        沉默的墙体以极近自闭的无表情围住甜蜜温馨的内部空间，无声地抗议街头的鬼哭狼嚎，是因为
相信只要墙体矗立在那里保持静默，那条街道就不会没落。

2、《贫者之美》的笔记-第82页

        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功能性”这一说辞。
更何况，在居住上引进功能性一词，甚至有可能威胁到生活的本质。有点不方便，有点距离，但是刚
好在步行距离内，那样的宅子才更加健康，和所谓功能性建筑相比，反功能性建筑反而会让我们变得
更加功能性。

3、《贫者之美》的笔记-第85页

        墙体尽管用朴素和不入流的材料建造，但仍然至少是洞察问题的本质/心中有坚定不移的价值观/具
有美丽灵魂的建筑家所建造的墙体，所以绝对不会轻易谈他。

4、《贫者之美》的笔记-第82页

               我们在过去一直通过教育被灌输的“功能性”这一词，由于其功能型建筑的实现，不知衰萎了
多少人的生活。
       我们一直追求的更加舒适的生活，是否真的像我们所预想的那样带来了舒适呢？
       比起触摸肌肤，我们更愿意触摸电子产品；比起面对面，我们更愿意隔着屏幕，比起当面倾听，
我们更愿意隔着听筒。在这些“舒适性”中，生活为什么变得越来越贫瘠，越来越自闭了呢？
       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功能性”这一说辞。
       更何况，在居住上引进功能性一词，甚至有可能威胁到生活的本质。有点不方便，有点距离，但
是刚好在步行距离内，那样的宅子才更加健康，和所谓功能性相比，反功能性建筑反而会让我们变得
更加功能性。

       具有一定目的的空间——不管是多个目的，还是单一亩地——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其目的，经过
一段时间后其空间就会被困在黑匣子内，在被困住的期间内坑能跟生活全然没有关系。
       而没有特定的用途，连起个名都难的空间会延长建筑的生命力，会丰富无法用既定的规律揭示的
生活面貌。
       这样的空间越多，便会容纳更多丰富的生活。这样多样性被某种体系编织在一起时，其空间会演
绎出生活的戏剧。
       空间的层次感越丰富，空间的戏剧会演绎更多的转折点和感动。
       无用的空间，比如院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院子不仅是生活的中心或愉悦视觉之物，院子不仅
是居住的中心，也是思考的中心，是形成社区的空间。
       这就叫做“无用的空间”。

5、《贫者之美》的笔记-贫者之美

        作者承孝相：1952年出生，毕业于首尔大学，他曾就读于维也纳工科大学。2014年被任命为首尔市
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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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贫者之美》的笔记-第79页

        在这里，比拥有更重要的是使用出去，比添加更重要的是拿出去分享，比装满更重要的是腾出空
间。

7、《贫者之美》的笔记-第124页

        作者的建筑作品

8、《贫者之美》的笔记-第81页

        如果说城市是各种生活气息的集合体，那么建筑也是生活气息的共同体。

9、《贫者之美》的笔记-第84页

        当墙被竖起时，其本身并不存在，但会具有超越形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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