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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建築的興建與荒廢，有如出生與死亡，本來是互補共生的兩件事，卻常常因為人們只關注

其中新生的一面，刻意忽視死亡的存在面向，而使事實的整體面，會出現一種傾圮不平衡的奇

異現象。

建築與城市如此，人生許多其他面向也是如此。

新建築、新人與出生，能帶給人興奮的感覺，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而廢墟、舊人與死亡，要

如何能以同樣平等心去看待，就不是那麼容易了。歷史中懂得將這陰暗面向作為創作題材的

創作者，當然遠不如另個面向多，但是細想來也不是那麼少，例如16世紀的比利時畫家波西

（Hieronymus Bosch）、唐詩人李賀、波特萊爾、杜斯妥也夫斯基、芥川龍之介等。

然而，他們在這種死寂的面向裡，究竟見到了什麼呢？

波特萊爾在題名「雙重的房間」散文詩裡，這樣寫道：

不，不再有分，不再有秒！時間消失了；是永恆在統治，幸福之永恆！

但是門上發出了一下可怕的，沈重的敲擊聲。一如在惡夢中，我像是被人用鶴嘴鋤在胃上打了

一下。

然後一個幽靈進來了。

應該是一種在初生現象裡所見不到、只能藉著死寂而得感知的永恆性。也因為時間感的消失，

賦予了空間某種難以描述地恆久力量，是那種在嬰兒臉上見不到、只能在老人臉上見到的生命

重量。

而且，初生的真正喜悅，本是必須藉死亡的重量，才得彰顯。

現代建築在追逐新、奇與興奮感上，完全不落人後，而相對在思考時間的永恆、死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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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顯得輕率、逃避與無力應對。我們的建築與城市，本來應該當如所有的森林一樣，生生

不息、並且生死更易（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因此，當我們在面對都市裡的新生創造時，也

該要同時懂得怎樣看待城市的衰老與死亡。 

西方上世紀以理性與控管做出發的都市規劃內容與觀念，現今已顯露缺乏彈性所衍生出來的都

市僵化問題，許多老舊的市區與建築，因無法轉型利用而面臨急速蕭條的命運。亞洲城市在這

樣的過程裡，由於學習這套都市規劃法則的時間較晚（以及較無效律），因禍得福地，反而維

持著一種無政府狀態的靈活個性，使得城市依舊有著類如自然森林的有機（而非人工花園的強

硬規劃修剪）生長性，例如我們依舊四處可見的夜市、攤販與違章建築。

關於這樣的有機生長性，本來是極度值得珍惜的都市個性，也能以正面態度去思考與面對，但

我們的政府管理者（與受其教育影響的民眾）在面對這樣的都市現象時，卻反而露出畏怯與迴

避的態度，似乎覺得不可控制就是可怕的問題。

評論家鍾喬曾以我所策展的「朗讀違章」為文（發表於中國時報的言論廣場），提到這種態度

的背後與「現代性」之間的糾結關係：「『違章』一般被視為是非法的、欠缺合理基礎的建

築，因而理當被公權力的『怪手』給剷除。然而，就如攤販雖為非正式部門的經濟行為，卻在

台灣蔚為一種文化現象，且成為都市民間社會活力的資源一般，『違章』背後所折射出來的社

會、文化意涵，亟待澄清。」

鍾喬藉由謝英俊在展覽中的作品，指出這樣的空間中「出現了另一種搖搖晃晃的不安感。這種

不安，追根究底，就是亞洲對於落後記憶的不安，也可以說，它就是存在於亞洲內部的第三世

界性。」

這種「存在於亞洲內部的第三世界性」確實是使台灣在發展自體建築美學時，顯露出躊蹴不安

的原因。因為，這種所謂的「第三世界性」在面對以西方為首的「現代性」時，往往會驚懾於

對方顯現的巨大、科技、單一、大系統與理性秩序觀，因而對自身所具有的微型、雜亂與低科

技的現實，心生不安且難以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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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輩建築師蘆原義信的《隱藏的秩序》（1989），對此觀點提出正面挑戰，意圖重新思考

亞洲現代城市的自體價值究竟何在。蘆原義信以東京為例，寫著：「在東京這種混合的現代感

當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屬於日本特有的民族特質，這是一種生存競爭的能力、適應的能力、以

及某種曖昧弔詭的特質，渺小與巨大的共存、隱藏與外露的共生等等，這是在西方秩序中找不

到的東西。」

他特別強調了居住者的生存、競爭、適應、共存、共生等本能需求的價值，並給予這些底層的

現實高度評價，也點出亞洲城市「由下而上」的隱藏性內在特質，與西方現代城市強調「由上

而下」的外在表象是大不相同的。

蘆原義信對於何謂城市的秩序提出再思，尤其對亞洲城市的自我位置是十分有趣的觀點，他寫

道：「東京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雜亂，整座城市給人的感覺就是不統一，以及建築物的不協調

……建築物表現出來的是無秩序、沒有一致性、缺乏傳統的外表。」 

蘆原義信逆勢地提出了東京（也是許多亞洲都市的現況）是以真實內在需求為其秩序準則，而

非西方所一貫強調以視覺及控管為準的外在秩序。他相信這種差異乃是源自東西方文化，在追

求內在與外在的秩序觀上，本就有其本質的思想差異。蘆原義信認為東方的城市並非無秩序，

只是並非西方外顯式的都市秩序，事實上，仍有著其獨特「隱藏的秩序」在內裡做操控與調

整。

在此價值觀的思索中，也能見到日本中生代建築師塚本由晴的積極回應。經過幾年走遍東京大

街小巷後，塚本由晴與另二位作者一起寫出來《東京製造》（2007），探問自己，東京的現

代建築究竟是什麼？為什麼他們每天見到的東京建築，與雜誌上刊登的那些時尚美麗的東京建

築，居然完全不同。

塚本由晴所描述的東京，某個程度上與台灣城市的經驗很類似：「國外旅行後，特別是從歐洲

回到東京時，總會為巨大的不協調感所震驚：建築物上有電車或道路穿梭；高速道路蜿蜒地跨

在河川上空；車子可以開上直達大樓六樓屋頂的斜坡；而住宅區中的高爾夫球練習場，看起來

就像個大籠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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塚本由晴在看到這樣令他瞠目結舌的都市現象後，開始思考究竟該向東京已經存在的「醜惡」

現實建築學習，還是該繼續向歐美的「美麗」現代性神話學習？塚本由晴最後毅然揮別那個遠

方的神明，並擁抱讓他覺得似乎有著「無恥感」的現實東京，他說：「吸引我們的，並非建築

上的構成美學或形式，而是以直覺對應周遭環境與內容為優先目標的建物。我們以著夾雜著愛

與輕蔑的感情，稱呼它們為『無恥的建築』。」

堅定地確立以自身現實為基礎的美學觀，並表達意欲向現實智慧及美學學習的態度。這樣的轉

變與確認，其實就是對於前述「存在於亞洲內部的第三世界性」的積極破解，也是我們此刻在

台灣當自思的挑戰。

環顧現今的世界，超大城市與摩天大樓的存在已成為「現代性」的表徵，其原因除了是歷史的

發展宿命外，某方面也是在迎合城市間食物鏈競爭的需求，以便在這樣的供需生存競爭中，取

得進化論裡所謂「適者╱強者生存」的優勢。然而，大多數迅速長成的超大城市，通常非常依

賴由上而下控管的單一大系統，以在效率與成果上佔先，多半仍缺乏內在的多元與自發小系

統，也因此顯現出單一、秩序與逐步僵化的現象；但是具有多樣化小系統的都市與建築，往往

較能因應突發的變化與危機，也就是說單一大系統，不僅僅讓城市面目單調乏味，生活趣味相

對單薄，在因應瘟疫、供需失調、污染等問題時，更不如多樣小系統來得靈活、有效果。

日本建築師隈研吾亦有類似看法，他在2010年所寫的書《負建築》裡，先細數1995年以來的一

些重大災難，例如阪神淡路大地震、奧姆真理教恐怖主義行動以及紐約的911事件，點出建築本

質並非（也無須）代表安全的事實，提醒了現代城市想要暗示能以堅固來與自然對抗的可笑。

同時，轉而批判二次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私有住宅」政策，如何「反而成為導致家庭不幸的

因素」，說明這政策衍伸出來的貸款╱私有╱保守等問題，如何強化了商品化的住宅買賣遊

戲，助其順利能與資本主義╱全球化路線的合流同進，並進而導致泡沫經濟╱金錢遊戲╱建築

師品牌化等問題，與因之建築專業完全受控於資本系統之下的種種此刻現象。

甚至，隈研吾認為現代住宅已經淪為權力奪取時的武器了。

這是很真切的批判與反省，但是以大型發展為由，對小型社區或個體建築任意破壞的事情，依



專文085

舊屢見不鮮，例如2007年引起年輕世代連結反撲的「樂生療養院」事件、2011年在香港極受矚

目的「菜園村」事件，以及近期發生的「師大路夜市」衝突，或是「文林苑王家」事件，都是

活生生的例子。

一般而論，廢墟本來應當如同初生的現象，只是生命過程裡的一個必然面向，會自然而然地循

環下去，不會也不該停駐不去。但是，目前我們所見到的許多廢墟現象，卻似乎全然停滯在時

空裡，物我兩相忘的霸住不去（既不能死也不得再生）。究其因由，常是肇因於上而下系統的

自我僵化，使其失去得以自然替代的生命力，而這尤其容易出現在機制龐大的公部門裡，那樣

事不干己的任其凋斃，可算是大系統機制對建築自然生態的謀殺吧！

只能感嘆說：建築有其自然生命，控管者應當懂得適時鬆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