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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地方》

内容概要

对深爱的土地的回忆、对无法忘怀的言语及建筑的感知、敏锐又透彻的感性思维，种种的因素都融入
其建筑项目之中。该书向我们展现了建筑大师隈研吾向传统结构挑战的创作姿态，以及其思维形成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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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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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地方》

精彩短评

1、一直在说丹下、黑川、安藤的坏话，这样好吗（笑 
2、讲述了隈研吾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经历和接触到的事物，以及他自己一些思想观念的来源和建筑创
作的灵感，也批判性地谈论了柯布西耶、密斯、丹下健三等大师的建筑。读隈研吾的文字总是十分需
要渊博的知识，尤其是历史方面。我学识浅薄，看得浅，但仍旧有所体悟。
3、批判性和场所精神都是必不可少的
4、隈老师把自己的脉络理得很清爽嘛！

5、隈研吾的早期经历如何与建筑理念联络的部分很有启发性。全书按照场域来行文，整体有些散。
不过正如作者本人所言，各个部分相互“粘连”，这些点串联起来就是[隈研吾的建筑]的轨迹。或许
正与他所执着的[建筑的时间性]相呼应吧。2015-12-28
看过《自然的建筑》，比这本要好。隈研吾其实不擅写书，行文逻辑不足。买了《负建筑》，看完再
评。2016.3.18
6、除去罗兰·巴特的文学性，这本可以算建筑文化方面的《罗兰·巴特的自述》，比畏研吾另外的
《十宅论》《细小的建筑》要好，虽然碎片化，但碎片之间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并无损失，从日本出发
而放眼全球建筑
7、讲真比起隈老师那种昆虫复眼式的结构我还是更加喜欢安藤老师的性冷淡几何风。。。不过隈老
师也在书里直白的说安藤那种设计都是为资本服务的哈哈哈（一个安藤黑）书本身还蛮不错的更喜欢
前半老师学生时代的经历以及思考 环境对人影响真的非常大 另外要吐槽一点是书不是精装但封面封
底两张硬纸板硬到影响翻阅了（
8、对他没啥好感，里面的文字，怎么说呢，呵呵⋯⋯⋯⋯最近看见他事务所的几个投标，觉得，也
就这样吧。
9、从大仓山的房子走出来，这个建筑师没有脱离过童年关于土地与建筑的感知
10、隈研吾⋯⋯这个夏天没怎么读文学书，倒是读了很多建筑书。为了营养素均衡，也为了淘换语感
，常常要读些非文学类的书。美和思想都是相通的，不过是不同的载体。
11、之所成其所是
12、第一次读隈研吾。因为是第一次读所以觉得还不错，很亲切的老人。但似乎他的作品深度不够被
众人诟病。希望以后能形成自己对建筑的鉴赏力和判断力
13、认清教育的本质很重要。一般的教育都会有一种自上而下无休止的压力，人在压力下前进。但是
这种模式又是极其脆弱和不稳定的。一旦没了压力，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14、“自从出生开始，我就是一个被悬空在边界的人，面对乡下和城市，怎样都无法被其中之一所同
化”
15、我总是迫不及待标记已读，然后看了一半就丢开了。这回一定能读完这本，因为我喜欢这本书。
关于建筑又关照自我，真切而“朴实”。
16、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理解当下，跳不过。非洲聚落调查那段有意思，和部落小孩嬉闹，半个小时
内做完调查迅速离开，部落战士还没反应过来，庆幸自己保住了小命。
17、畏研吾先生的敏感与智慧
18、我希望我所读过的书，都终成了我
19、满分没二话。
20、粗略读完，不记得什么建筑学知识了，作者对于建筑设计的灵感来源带给我启发。艺术的灵感来
源于生活体验。
21、大师的设计思想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22、想成为建筑师？先学会接触建筑师。
23、从他的建筑来看我不喜欢，但我想去除这种偏见，于是想看他的一些想法，看完这本就更不喜欢
了。有种时下兴起的“回归运动”没事就给你泡杯茶来看的做作
24、诗一般的书名；一个设计师成长的环境，人生的记忆与经验，并不是怀念，而是在其中探寻着自
己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25、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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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地方》

26、信徒
27、晚辈初涉，请各位多多批评
28、建筑的出现是为了与人产生交流
29、看看
30、写的很平实，轻松又能读到点东西，敢于反对很多似乎是既定的理论，有时候我在读柯布的时候
也觉得也许如果没有柯布，世界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当当年他所反抗的东西成为一种主流的时候,人们
又努力地站出来反抗这种前反抗。这就是所谓的轮回吧.
31、由于时间有限，未仔细阅读。
32、眼前性，兽医的梦想，柔软...感同身受。另外，撒哈拉最后两页真是爱死了！简而言之，边界你
麻痹！
33、作者个性爽朗，敢于言说，愿意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脉络清晰！
34、感同身受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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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地方》

精彩书评

1、近十年之间，日本建筑师隈研吾先生在国内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其建筑作品和理念，不但会被
建筑师或者建筑系师生拿来讨论，甚至会联系到社会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中。讨论的内容不仅是设
计作品本身，还有对隈氏个人及其设计精神的兴趣偏向。隈研吾近期新书《我所在的地方》即将面世
，作为本书翻译，中国美术学院在读博士周功钊特别撰写了以下书评，他认为《我所在的地方》透露
出隈研吾不为人知的文人一面，更像是一次文学创作的挑战近十年之间，日本建筑师隈研吾先生在国
内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其建筑作品和理念，不但会被建筑师或者建筑系师生拿来讨论，甚至会联系
到社会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中。讨论的内容不仅是设计作品本身，还有对隈氏个人及其设计精神的
兴趣偏向。这种讨论伴随着其作品资讯以图媒形式传到文化圈就已经开始，并持续至今。逐渐火热的
关注和讨论程度甚至让人感受到了上世纪末由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所席卷的热潮。早期的建筑实践多
是本土设计公司所包办，对于国外建筑师及其作品的学习更多是来自文字、图像等媒介。这样的一种
略显抽象的传播和理解，随着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海外建筑师的大陆实践开始被瓦解和重新定义。当然
，我们这次的主角——隈研吾先生也包含其中。来自现场体验的判断和理解是媒介信息的一次跨越，
虽然项目的施工程度会与建筑师的原初意图有所出入，但毕竟它让我们亲临了一个真实的（个人）世
界。这或许就是建筑师作为艺术家身份所具有的强大魔力吧。借用隈氏在本书中一个论述——“眼前
性”，真实性体验让我们回到对象本质的探索。“建筑的出现是为了能够和眼前的人发生交流，其交
流本质是向那些人直接传达某种东西。”（摘自《我所在的地方》中的“眼前性”P81）可以说设计
和写作一样，是一种创作（poesis）。借用建筑史学家弗兰普顿的话说，这是一种作诗（poema）的过
程，这直接来自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诗学》中对这种凭借自己的技艺进行生产行为（poetike）
的定义。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更是将其作为历史叙述的原则。或许可以说历史图景是一种
创造本源。隈研吾先生在撰写的《我所在的地方》显然也有着这样的一种意味。第一章 大仓山Ⅰ马克
斯·韦伯里山剥落的房屋⋯⋯第二章 大仓山Ⅱ布鲁诺·陶特歌舞伎剧院拼装⋯⋯第三章 田园调布工
艺美术迟到者代代木体育馆⋯⋯第四章 大船耶稣会反乌托邦大阪世博会⋯⋯第五章 撒哈拉美国的时
代木构的精神热带草原的记录⋯⋯在这本略带自传性质的小书中，隈氏不带掩饰地叙述着自己的“历
史”。和其目录一样，它们是断片的，彼此之间没有特定的叙述背景和线索，只靠场所发生关系：“
我深刻地感觉到我的行动方式、思考形式等所有的一切都与那些地方有着牢牢的羁绊”（摘自《我所
在的地方》中的前言）。这亦让人联想起曾活跃于杭州的晚明文人张岱撰其《陶庵梦忆》中所云：“
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经，如见故人”（《陶庵梦忆》序）
。和张岱一样，隈氏似乎希望通过文本的形式编织出一个自己的世界。他精心地将自己写作的方式隐
含在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拼装”（bricolage）概念中，并独立成章：“这是一种使用眼前有
的、廉价的东西，一点点拼凑、组装起来进行制作的方式⋯⋯创作拼装理论的基础是他所钟爱的那些
未开发的社会领域⋯⋯”（摘自《我所在的地方》中的“拼装”P97-98）从隈氏童年攀爬竹林的经历
跳转到长城住屋的当下体验，从新教伦理的认知到宗教般的闭静修行，甚至有些章节可以看出隈氏人
类学般的洞察力。“从撒哈拉到热带草原，在那饱含水分空气下的茅草屋顶中多少会感受到湿润的气
息。这种状态更接近于南面的热带雨林，用草编织的通风幕墙代替了抹着泥土的墙壁。”（摘自《我
所在的地方》中的“湿润的聚落”P198）这一系列的叙述影响了隈氏的建筑创作以及我们对于他的理
解。阅毕一章，其作品犹现眼前。抑或是来自曾经某段亲身经历，那些曾经被粗略定义为形式操作的
空间似乎都变得生动而有意义。建筑不再是站在观者另一边的对象，而是附带着作者的故事，书目中
的内容能够引导读者站在一个“边界人”（参见《我所在的地方》中的“边界人”P16）的位置偏移
到其各种具体的概念和生活细节中，你甚至能够在空间中感同身受。相信这是一种来自于建筑师，或
者是艺术家精心创作中的最为直接的反馈。不同于之前隈研吾所著之书，《我所在的地方》透露出隈
氏不为人知的文人一面，它更像是一次文学创作的挑战，所预设的读者群也更为广泛。正如其源源不
断的建筑创作一样，多样的空间和材料语言对话着纷繁环境中的阅读者。这也同样应了隈氏于后记向
结构主义文学家罗兰·巴特的《罗兰·巴特自传》致敬之感，“它是一个带有预言性质的文本，预示
着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在那里，个人性被国家、社会、地区的集团所分裂，也就是所谓的人本身成
为了碎片。”（摘自《我所在的地方》中的“结语”P207），拆解了的主体给予了读者自由定义的可
能性。
2、图书看完，终于也体会到书名的含义：我所在的地方，即建筑师隈研吾先生出生、成长、生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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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地方》

学习的地方，其给了隈研吾先生太多的创作灵感，如此你可以理解和体会其设计的建筑风格。在他的
家乡，其所居住旁的洞穴、 房屋旁的竹林、房屋地板下的青蛇、玩耍的积木、收藏的洒坛、玄关上的
吊灯等等，都成了隈研吾先生从事建筑生涯所借用到的设计元素。在别人的眼中，这好不起眼的东西
，在隈研吾先生的眼中，却反而显得很有意义。在现代的建筑师眼中，混凝土和钢结构使用的越来越
普遍，可以说在国内遍地都能见到。你看看，所在城市的建筑，其拆建虽说成本巨大，反而却可以带
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提高GDP。如果对旧有建筑的重建，建筑成本反而会显得很大，且看不出任何的
成效。而隈研吾先生，由于受家庭环境影响，却对建筑的重修并不感冒，愿意承接如此的工作，如歌
舞伎剧场的重修。在日常生活所常见的居民楼建筑，老百姓常常会追求所谓的底层架空，因为之前被
下水管道所困扰，还能存放自行车等等旧物。其也正是勒.柯布西耶所提出的新建筑物要素之一。而隈
研吾的建筑，则视土壤为基础，希望能和地面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建筑设计思想以小见森林，追求细
节，追求自由、追求移动、追求自然。建筑设计希望能与环境形成某种和谐与统一。如长城脚下的竹
屋，地面未做平整，追求原始的状态。书中有趣的提到，恩格斯的著作《住宅问题》（1873年），在
劳动者住宅私有化后，地位就降低到农奴以下，处以一个极其低下和悲惨的状态。唉，现实还真那么
像呢？来看看，现在打拼中的大学生，想在大城市立足，房子的购买还真显得压力巨大。年轻时期所
赚来的钱，不过才买来几十年的房屋使用权。书里还提高另一个观点，也非常有趣：建筑师作为桥而
存在的。其为马丁.海德格尔在《筑.居.思》的演讲中提出（1951年）。想想建筑里的支点，还真是那
么回事儿。图书之中的配图，很形象地加深了对隈研吾建筑风格的理解和认识，此书的阅读，收获很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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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地方》

章节试读

1、《我所在的地方》的笔记-第56页

        积木，散落在地，原始的状态。竟然能给隈研吾带来如此大的影响。现代的建筑以混凝土结构为
主，又有谁还能想到本制建筑，建了再拆，提升经济发展。
而隈研吾，从积木中得到启发，先从国际象棋的棋格入手，创建了新的建筑构思，通过简单的黑白，
提升凹凸感。延续千岛的历史文化。

2、《我所在的地方》的笔记-第166页

        “做混领土的柯布西耶和做钢结构的密斯都算的上是建筑大师”。这在1932年纽约当地美术馆
（MOMA）举办的modern architecture 展览上，标志着柯布西耶和密斯获得了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称谓
。
然在隈研吾眼里，水泥和钢结构都不能进行二次的重建，他所追求的是自由，微小或开放，正如内田
祥哉所追求的木作精神，说的明显些，可以让房子的柱子可以移动。或者是追求虚拟的透明，而非现
实的透明。
隈研吾的文笔比较随意，跳跃性的思维也大，有些观点需要慢慢的加以理解和体会。

3、《我所在的地方》的笔记-第99页

        隈研吾先生还真不简单呢？家里的物件，竟然就给了他设计建筑的源泉，你能想到绍兴的酒坛，
能联想到啥样的建筑设想呢？哈哈，瓦片，粗糙的感觉，博物馆建筑物的立面材料；玄关里的发光顶
，设计发光墙以及粗糙的玻璃，全赖以发光顶灯罩外纸张的联想。
自己所看不起眼的生活和经历，对设计师的帮助有着无穷的思路，小处见大。

4、《我所在的地方》的笔记-第123页

        “洞穴有着不一样的形状，或被冠以‘画廊’‘天井’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时我会感觉到自己
其实并不是在做一个建筑，而是在思考一个洞穴般的东西。”

“建造如建筑般大的物体，是以类型的共同性为前提的。如果失去了绝大多数普通人以及特殊人群之
间的共性的话，那么也就没有办法将建筑建造起来了。当建筑物落成，它所具有共同性的食物自然就
产生了，那些所谓的个人化建筑根本不可能出现。建筑的影响力涉及到绝大多数的人、集团、社会。
”

“用一种表皮将建筑物覆盖这种略带偏执的想法，其缘由是出于试图将建筑物作为一种生物的想法。
表皮是生物皮肤最明显的特征。单一的皮肤与腹部和背脊一起，通过其微妙的变化来应对各种不同的
环境条件。表皮就在这毫无遮盖的情况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通过那双黄色长筒鞋和赤裸的小脚之间的体验使我与世界有了亲密的接触。⋯⋯出于这一点，我直
到现在还是会留意人们所穿着的鞋子。从他们的鞋子里能看出他们是如何与世界相连。所以，我不太
愿意和那些对鞋子并不敏感的人做朋友。建筑和鞋子很像，同是作为大地和人身体之间很好的中介物
。”

“竹子不是单纯地作为材料，而是作为竹林状态的一部分。比起竹子本身的质感，竹林中的光线、声
音和触感显得更为重要。”

“现在很少有人关注像积木那样的粒子状物体散落的状态，我觉得它可以被称为一种建筑的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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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地方》

。对于一个彻彻底底的民主性建筑来说，参与建造房屋的人同样也会参与房屋的拆毁。这样看来，钢
筋混凝土其实是反民主、集权主义性的。”

“文学、音乐这些类型是以远距离为前提的一种交流。人们写书、做音乐都是向远距离的人传达他们
的意思；书和音乐这类媒介的发明是为了让较远距离的人发生交流的可能性。但是建筑的出现是为了
能够和眼前的人发生交流，其交流本质是向那些人直接传达某种东西。”

“建筑是根据‘眼前’的问题来进行提案的。如果对‘眼前’的事物稍作留意，并用一种好的方式进
行处理就成为所谓的地方性。在使用‘地方性’这个词语的时候，同时也会陷入在相对‘地方性’存
在的‘全球性’这个抽象图式之中，许多人用不必要的时间来讨论‘到底哪一个更重要’这样没有意
义的话题，所以我从不谈及‘地方性’。直接面对‘眼前’事物，从‘眼前’出发来解决问题，这强
调了一种作为生物体的行为方式，它甚至关系到生与死。”

“并不能完全说让建筑消失就是好的，当然建筑过于引人注目也并不是很妥当，可以说建筑是以解决
其所在场所‘关系’而存在的。”

“‘质朴’是一个关键词。‘质朴’的意思是指自身和世界之间，在没有多余的装饰和媒介下朴素的
关系。这种朴素中蕴含着美。现代美学的本质是不浪费，归根结底就是‘质朴’。实际上‘质朴’也
是可持续性理念的基本点。在自身和世界发生关联的时候，其间就会孕育出长时间保持可能性的关系
。”

“建筑是靠金钱建造起来的。依靠金钱，就必须依靠消费资源、能源才能制造出来。其结果体现了建
筑物的宿命，即占有了场所，改变了环境。建筑物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近似于一种犯罪性。”

“与日本人不同，中国人并没有完全的禁欲化，他们还是能够直面自己的欲望。面对自己的欲望，一
方面表示肯定，但同时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的东西就可能一笑了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真的很难
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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