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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建筑十讲》

内容概要

《东西建筑十讲》是作者汉宝德2012年讲授的十堂“中西建筑文化”课的文本呈现，主要内容架构在
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起点的西方建筑，与以中国黄河流域文化为起点的东方建筑的对比之上，呈现
了从远古到当代的东西建筑及人文思潮，浓缩了“中国建筑史”、“西方建筑史”和“现当代建筑风
潮”的精要。作者以不凡的见识和丰富的学养，在有限的篇幅内，钩玄提要，穿古越今，盱衡东西。
全书行文晓畅，深入浅出，并辅以大量图片，是一本很好的面向一般知识读者的建筑文化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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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建筑十讲》

作者简介

汉宝德，1934年生，国立成功大学建筑学士，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硕士及普林斯顿大学艺术硕士。曾任
东海大学建筑系系主任、中兴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国立台南艺术学院校长
、中华民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世界宗教博物馆馆长。
现任世界宗教博物馆荣誉馆长、汉光建筑事务所主持人、总统府资政、文建会顾问、教育部谘询委员
等。
汉宝德先生是二十世纪后半，引领台湾现代建筑思潮，接轨国际现代建筑的重要学者。毕生以建筑为
己任，思考空间与人文的关系。为了普及科学教育，他花了12年的时间筹设完成「国立自然科学博物
馆」，并担任首任馆长，以创新规划与深厚学养，将科博馆经营成极具吸引力的博物馆。任台南艺术
学院创校校长，倡言美感是文明的基石，重启华人社会对艺术教育、美感教育的重视。
著有《汉宝德谈美》、《写给青年建筑师的信》、《设计型思考》等诸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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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建筑十讲》

书籍目录

敬序 聆听东西建筑十讲 姚仁禄
前言
第一讲 中西建筑分道扬镳
第二讲 壮丽的帝国建筑
第三讲 宗教建筑形式的开拓
第四讲 欧洲中世纪与唐宋帝国
第五讲 近代来临前的东西方世界
第六讲 近世文明的曙光
第七讲 王权巩固后的世界
第八讲 现代世界的来临
第九讲 乡愁的后现代
第十讲 当代与未来
图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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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建筑十讲》

精彩短评

1、此书以概括性的语言对比了古今各个时期中西建筑的思潮与风格，建议建筑入门者可据此为兴趣
导向，梳理脉络。汉宝德先生已于2014年作古，作为将现代主义带回中国的第一批翘楚，他也彻底改
变了建筑教育的体系。（令我不解之处在于，汉老为什么说贝聿铭是台湾建筑师？）
2、汉宝德真是大家，这书入门读物但是已经讲了很多知识
3、觉得简洁了点，能展开些更好。对于现代建筑，为啥我总没感觉。。。
4、可以与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对照之
5、作为给外行科普的读物讲解的非常好，即使是建筑学生也可以读读，愉快的回顾一下建筑史所学
知识，加深印象。
6、可贵之处在于能跳出建筑学专业的视角从历史观着手将东方与西方建筑发展的脉络对比，作为中
外建史的回顾同时也渗透了作者自身的观点，由于是演讲稿的整理有些内容难免无法深入。对于非建
筑专业的人而言也是很好的入门读物。
7、美感与创造，就是需求与几何的恰好相遇。 全书通过十篇论述简要阐述了建筑的发展史。可作为
普及看，但对于一些专业名词未作直接明了的阐述，读来有点费力。
8、思路还是蛮清楚的。但是可能是从演讲来的吧。很多地方都说的不够细不够清晰，需要对照维基
百科才能有很好的理解。
总体还说还是不错的建筑史入门书。。
9、谁敢说浅显呢
10、此书是演讲而来，因此相对于其他建筑史相比更轻松随意，但思路和脉络还是清晰，将东方与西
方建筑对照而谈。从起源到发展以及形成的原因、背景，结合实例做了介绍，相对好读些。但由于源
自演讲，内在逻辑以及体系化地介绍还不够，某些概念没有图例相对照，不好理解。总的来说是本好
的入门读物，让人有深入阅读的兴趣。

西方建筑的历史源自希腊和罗马古典时期，日后的建筑都由此汲取灵感，而发展中是对过往建筑不断
地模仿、反叛、超越、回顾间循环更进的，但二次工业革命后建筑有了新的创造，虽然没有割裂，但
有新的质变。这和近两百年人类科技飞跃不无关系。

东方的建筑由于环境缘故，土木建筑为主，几千年有进展，但唐宋前的建筑遗留的不多了，很可惜。
明清以后规制固化，土木建筑发展停滞。古代器物的留存很多是靠墓葬和器物。
11、很有用，从建筑本身和意识作用方面进行讲解。
12、大三上。还不错的建筑普及书。
13、结构系统还是以西方建筑史划分的。所以东方的部分就会觉得有点勉强。讲得也不够西方精彩。
面向大众，作为入门级书很值得。
14、前面五讲还挺有条理，后面，也许是当代建筑流派也过多的缘故吧
15、GOSH，我先翻了梁思成的建筑史，太学术，还是这本适合闲翻。
16、这本书的关键是东西同时期建筑发展的对比，有建筑历史基础读起来会更顺畅，演讲集很顺畅逻
辑也不错，排版配图如果能对应文章就更好了。台湾老师看的角度很有趣。
17、对于建筑门外汉来说是本有趣的入门级读物！值得推荐
18、属于建筑入门科普级读物，也可当建筑史的简要回顾。
19、西方那部分可了解。中国那部分就水水的了。
20、偏重西方建筑，可作入门了解，略散。
21、宗教，电子科技，对建筑的影响。哥特，巴洛克，洛可可，包豪斯时代，可以按时间顺序排开。
值得再读，关于斗拱等建筑术语需要一定专业知识。作者反思了台湾作为次殖民地在拥抱新时期建筑
时所体现的不足。并肯定大陆建筑的全面西化。彩图赞
22、虽然学文学的...但是对这样的建筑差异背后体现的文化异同蛮感兴趣
23、2016最后一本看完的建筑书
24、非常适合门外汉的科普读物，读起来非常愉快，对各个时期的建筑物不仅有清晰的描述，还简单
介绍了形成那个时期建筑独有特色的历史原因，非常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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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建筑十讲》

章节试读

1、《东西建筑十讲》的笔记-第18页

        建筑的主要意义——栖身之所（Shelter）
House/Home的区别：人文内涵的赋予。为了使全家安全，无饥寒之虞，家的固定化乃为必然，衣食
之文化乃随居住定点化而来的。建筑是文化之母：定点化的建筑产生聚落，才能积累生存经验，发展
出文明。

土建筑文化必须发展陶器——建筑必须有烧成的砖瓦等建材，才不因大风雨而冲蚀净尽。
东西文化早期建筑都离不开木材——木材能承受弯力，可做成梁材。
中国建筑土、木并用——用“土木”指称建筑。

梁柱的产生，最早出现在石文化中。石建筑有一定规模，开口上就需要“梁”；当建筑内部需要相当
规模时，室内便需要“柱”。

土木建筑无法持久，建筑同衣物一样只供今生享用。继而产生为彼岸世界服务，并强调子孙繁衍的文
化——墓葬成为重要建筑遗存。
敬神祭祖的精神表现在文物上——铜器、漆器、玉器

2、《东西建筑十讲》的笔记-三联版序

        在问题的思考上，我不会人云亦云，如果没有自己的观点，通常我不会落笔。最喜欢汉宝德批判
辩证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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