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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C_97_E5_85_AC_E4_c41_64936.htm [摘要] 以一个小型的实

际设计为例，探索了由概念设计、构件生产到现场施工的经

验，以便为未来大型数码建筑的建造作准备。 一 数码发展：

历史的论述 建筑的历史在某个层面上可看成是形体与空间的

发展史。早期设计师经常运用建筑的手法塑造空间，来诠释

许多从自然界观察所得的自由线条与形体。然而看到的景物

与可想像的空间虽然无限自由，但落实为建筑形式时，却往

往受到设计表现法、建筑材料、结构及施工技术的限制，仅

能以有限的几何线条来表现无限的自然界中的自由形体。这

种由“观察”到“思维”的丰富性以及由“思维”再到“创

作”的局限性，一直是建筑师无法超越的心智思考与生物上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的困境

，东西方皆如此。由于这些困境与无法突破的限制，一方面

在建筑设计发展中常常产生许多企图解释自然与人造物相互

间联系的诠释理论与哲学观。另一方面，由于艺术家没有表

现手法与建筑技术方面的包袱，创作的自由度远远超过建筑

设计创作，形成了纯艺术与建筑的重要差异。 很多建筑师企

图打破这种形体与空间的天然限制，特别是到了现代主义之

后，如安东尼高迪以工艺及雕刻的手法配合大量的图面，充

分表现建筑上独特的空间幻觉，以及鲁道夫斯特林位于瑞士

的哥德学院（Ｇｅｏｔｈｅａｎｕｍ １９２６～１９２８）

，柯布西埃的朗香教堂（Ｒｏｎｃｈａｍｐ １９５１～１９

５３），直到约翰伍重的悉尼歌剧院（Ｓｙｄｎｅｙ Ｏｐｅ



ｒａ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５７～１９７３），这些设计理念都企

图创造更为自由的形体与空间。这样的建筑形式和设计方式

，除了必须仰赖建筑师难能可贵的空间知觉和空间处理能力

外，事实上由于当时设计绘图及模型的局限性，都遭遇到难

以掌握体量精确度与自由度的困难，而只能通过不十分明确

的模型及图面并运用空间想像力来完成。而今数码科技ｄｉ

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的快速发展，使得打破这

类的限制及困境成为可能，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冰冷”的数

码科技竟能创造出像毕尔堡美术馆这样最接近纯艺术的建筑

物。 二 基地与设计概念：由自然到数码 这是新竹交通大学杰

出校友叶宏清先生个人赞助建造的数码建筑实验：台北县汐

止镇的公信电子公司三楼接待大厅。整栋办公大楼是常见的

玻璃帷幕墙建筑，但附近山峦围绕，自然线条令人心动，连

顺势而建的公路都因与自然呼应而显得好看，只有几何体的

建筑方盒子看来令人难受。本数码实验的设计概念是力图掌

握数码科技参与下的设计、构造及施工能力，以便诠释并有

机会重新呼应周遭自然环境所呈现的自由线条与形体。设计

完成后发现，从前在电脑里常见的仿真空间ｓｉｍｕｌａｔ

ｅｄ ｓｐａｃｅ ，如今竟能在真实世界中被建构，虚拟和真

实的互换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ｒ

ｅａｌ，在视觉上令人产生似真似假的存疑，也创造出令人

心旷神怡的虚幻空间。 三 设计过程 蓬皮杜中心新近完成六楼

餐厅的数码空间设计，让我们灵机一动：先以一个小型的实

务设计开始，探索由设计、生产到施工的经验，以便为未来

较大型数码建筑的建造作准备，如Ｐ埃森曼和新竹交大建筑

所合作规划的新竹市数码艺术馆。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这个数码建筑实验正式开始，直到２００１年１月５日从概

念构思、初步分析、电脑模型及实体镭射切割测试、色彩计

划到材料及结构各方面的测试，在４０天内完成设计。 ２０

００年１月５日设计完成后，开始进行自由形体构件单元之

测试及生产，事实上是步入了一个更为困难的阶段。由于自

由形体的设计中没有任何一个单元为标准化之模矩及尺寸，

各自有不同的角度及曲面，在掌控、测试及生产上格外需要

精确度，更由于目前的建筑工业未能达到如此之水准，我们

针对金属构件及金属表面材料的镭射切割制作与压克力表面

材料的真空成型问题，走访了高科技产品设计、甚至汽车零

件设计工厂，希望能确实地控制其生产精确度。直到２００

１年２月１３日起开始将所生产的构件单元进行现场施工，

此阶段最大之挑战及目标在于自由形体单元组合时的现场空

间定位与人工操作的精确度，如何与设计与生产时的０．１ 

ｍｍ精确度配合，以达到相当的施工品质。通过现场师傅耐

心施作及交大参与人员对许多问题发生的讨论与解决，本工

程于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５日正式完工。 四 检讨与后续：０．

１ｍｍ的坚持 此经验充分说明了空间的解放ｌｉｂ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必须通过高精确度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

ｒａｃｙ的掌握，才有机会创造高自由度ｈｉｇｈ ｆｒｅｅ

ｄｏｍ，空间的形式才能有所突破并造成全新的感官经验ｓ

ｅｎｓ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在本次实验当中，我

们秉承绝不用木头及手工现场测量施工甚至加工的原则，希

望完全通过数码科技掌握精确度与自由度。然而却发觉设计

及构件单元生产可精确地控制，但最大的难题仍存在于施工

现场三度空间中放样及定位的准确性。未来的后续研究，也



希望针对此问题，尝试从设计中掌握未来施工可能出现的误

差，并研发新的设备解决这类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