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代的建築設計都希望增加透明度隃

因為充足的光線可以提高行進的安全性隃

良好的對外視野可以提高空間的舒適度隃

使建築的空間表現更為精采、充滿活力。

■石昭永

追求

透明度的建築



溫帶厚實的建築壁體

18世紀以前溫帶文明的歐洲都市或亞洲聚

落，大多以石材、磚、木材為主要的構築材料。

這些建築為了抵抗地心引力、盜匪、或氣候的變

化，建築壁體必須是厚實密不透風的構造，因阻

礙了光線的進入，使室內光線不足而無法進行生

產性的活動，也無法提供舒適的家居生活。

因此，對於透明度的嚮往，能夠在寒冷的冬

天身處室內卻感受到外界的景觀和光線變化，是

生活在溫帶國家人們的長久願望。

美術館的建築透明度

美術館、博物館等展示性建築物，不論是巴

黎羅浮宮、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家藝廊、或是二

二八紀念公園內的博物館，都是外牆堅實封閉的

建築物。

新一代美術館的設計，或是現有美術館的

增、改建，都希望增加建築的透明度。各展覽室

為了配合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畫作的展出，必須有

最適合的光線狀態。在公共空間的部分，充足的

光線可以提高行進的安全性，良好的對外視野可

以增加空間的舒適度，挑高的設計可以使建築的

空間表現更為精彩，這些新的設計策略使近年來

新建或改建的美術館、博物館充滿了活力。

以巴黎的羅浮宮為例，羅浮宮曾經是法國王

宮，兼具抵抗巴黎暴民的城堡功能，城堡外牆的

防禦性當然最為重要，但石材厚牆直接影響了室

內的採光。羅浮宮的增改建築是美籍華裔建築師

貝聿銘的傑作之一，在他完成華盛頓國家藝廊東

廂增建案之後，法國總統密特朗欣賞他把光線及

透明度帶入美術館的觀念，而直接委託他設計羅

浮宮的改建。

這在當時曾經引起軒然大波，因為法國人一

向輕視大西洋對岸美國人的文化素養，更何況巴

黎的重要工程一向都是透過國際競圖來決定的。

雖然羅浮宮的改建是在風雨飄搖的政治角力下，

包括密特朗政權的岌岌可危之中完成的，但自揭

幕後逐漸獲得了一面倒的讚譽。在建築完成後，

原先大力抨擊這項設計的報紙或媒體輿論逐漸轉

向，最後都表示了一致的讚揚。

羅浮宮改建計畫的焦點是一座充滿光線的中

庭，從中庭可以看見羅浮宮原本的三棟建築，在

夜間，中庭的金字塔發出的光也照亮了它們，並

有直接的通道連接。與原本的羅浮宮美術館比

較，增建部分充滿了光明感，透明的金字塔與原

來厚重的石材成了極佳的對比，新的透明感使舊

的羅浮宮顯得更成功。

羅浮宮的金字塔是結構玻璃與鋼纜拉力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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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溫帶地區的歐洲都市（左圖）或亞洲聚落（右圖）的建築壁體，大多是厚實密不透風的構造，因而阻礙了

光線的節入。

巴黎羅浮宮的金字塔中庭是結構玻璃與竟纜拉力構出

的組合，唯有在高科技時代才能完成如此輕巧透明的

金字塔。



的組合，充分地利用並凸顯這兩種材

料的特質，也唯有在高科技時代才能

完成如此輕巧透明的金字塔。但羅浮

宮的金字塔並不是巴黎第一棟享譽國

際的「透明」美術館。

以展示當代藝術為主的龐畢度藝

術中心完成於1977年，是義大利名建

築師倫左•皮亞諾（Renzo Piano）與

英國名建築師李查•羅傑斯（Richard

Rogers）的聯合作品。當時這兩位30

歲左右的年輕建築師贏得法國藝術中

的量體。龐畢度藝術中心明顯地表達

了把結構管線及最大透明度等元素，

以當代藝術的手法表現在美術館設計

中的可能性。行走於藝術中心架高圓

形的透明通道中，因舊社區與新藝術

中心的對比一覽無遺，而能體會建築

師採用透明通道的用意。

但對建築物的參觀者與使用者而

言，前衛的設計也帶來許多的困擾。

例如羅浮宮金字塔上的落塵及鳥糞，

必須派出登山專家才能清除。龐畢度

藝術中心主要設計構想中的建築物透

明度也很難維護，完成後的建築物，

光線經過鋼管及隔屏之間複雜重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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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光線的羅浮宮中庭的金字塔內部

行走於巴黎穻畢度藝術中心架高圓形的

透明通道中，因舊社區與新藝術中心的

對比一覽無遺，而能體會建築師採用透

明通道的用意。

心國際競圖首獎及設計權，並提出管

線外露、透明、可拆解移動等在當時

相當前衛的美術館設計理念，把整座

美術館當做一件現代藝術來設計，這

也是當時獲得評審委員青睞的主要原

因。

完成後的建築物與周遭環境如預

期地形成了極強烈的對比。周圍的巴

黎社區大多是石灰石構築的中層公

寓，管線都隱藏在結構體中，格子窗

也都退縮於牆面之後，基本上是厚實

在羅浮宮中庭的金字塔中有良好的對外

視野

巴黎穻畢度藝術中心明顯地表達了結構管線及最大透明度的設計概念，與周遭環境形

成了極強烈的對比。



反射，漫射光線的品質很難控制，原本期待可配

合展出調整光線的設計目標，並不容易達成。

光線在不規則空間中的表現行為，直到後來

「光跡追蹤」技術的3D電腦程式應用普及化後，

才有比較接近的預測模型，但仍然與實際視覺感

受有相當大的差異，因為每個人過去的光線經驗

並不同。如同對食物、藝術的文化認知差異，對

光線也有類似的情形。

公共建築的透明趨勢

教堂、市政中心、學校等公共建築物，一向

表現出社會較保守的莊嚴形象。歐洲主要教堂的

建造時間通常很久，靠市民每年捐款與勞動逐漸

完成的市中心大教堂，200或300年的建造時間是

很平常的，也有 500年或更久的。有時候在建造

中遇上了無法克服的技術障礙，例如穹頂的結構

跨度問題，經常一停工就是幾十年、幾百年，等

到相關的技術都成熟後才繼續復工完成。這般奉

獻心力為神建造的殿堂，一定是大眾心目中最好

的建築物。

石材是長久以來大教堂最主要的選擇材料，

應用於牆面及鐘塔等需要抵抗垂直載重的地方。

以大型石材為主的構造物當然是厚重而採光不多

的建築，只有在拱頂下方荷重較輕的部分有鑲嵌

彩色玻璃的玫瑰窗。巴黎聖母院就是一個很好的

例子，石材的鐘塔、外牆以及飛扶壁象徵那個時

期的理想教堂，基本上是相當厚重的建築。

隨著技術的開發，新的建築材料也帶來教堂

建築的透明度。德國一座教堂的鐘塔在二次大戰

中被盟軍炸毀，戰後市民想重建教堂的鐘塔，又

想保留曾經被轟炸的歷史痕跡，於是在原有的鐘

塔旁新建了一座以玻璃磚為主要材料的鐘塔。以

往要爬上鐘塔必須循著陰暗的旋轉梯慢慢往上

爬，現在外牆材料改為玻璃磚之後，便可以循著

光亮的旋轉梯上升了。對於教堂建築來說，這是

一種全新的空間體驗。

市政廳的設計也有類似的轉變，原本厚重象

徵公共權力的機構，在民主政治的潮流下逐漸地

去權威化，建築逐漸地透明化，已經成了世界各

國共同的潮流。芝加哥依利諾州州政府的光亮透

明輕巧化，使身處其中洽公的市民覺得和政府各

部門更加親近。從州政府的中庭，也可以透過帷

幕看見芝加哥著名的高樓建築。

芝加哥是相當寒冷的地方，冬天室外可能是

攝氏零下15度，室內是 25度，有 40度的溫差，

巴黎聖母院象徵建造當時的理想教堂，基本上是相當厚重的建築。

教堂、市政中心、學校等公共建築物，一向表現出社會較保守的莊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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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能會藉由玻璃傳導而喪失，因此在

寒冷的地方設計透明度高的建築物，

需要採用隔熱良好的玻璃。夏天是另

一個問題，玻璃允許直射日光進入室

內，帶入大量的熱能，因此必須能夠

阻止輻射熱的進入。

現代的玻璃研發及玻璃帷幕的設

計，發展出許多適

合寒帶氣候的技

術，包括降低輻射

穿透的塗膜、在兩

片玻璃之中置入薄

膜、空氣層或活動

百葉。玻璃及帷幕

牆的技術發展，使

得建築的透明度能

夠與節約能源不相

違背。

3 0 年前的大

面積玻璃帷幕必定

造成冬天冷、夏天

熱的室內環境，以

及大量的能源消

耗，現在的玻璃技

術已經相當程度地

克服了這個問題，

但在亞熱帶及熱帶

地區，玻璃技術仍然無法達成節約能

源的目標。溫帶國家成功的玻璃帷幕

系統，若是不加思索地直接運用在如

台灣的熱帶及亞熱帶氣候區，能源的

消耗必定很可觀。也因此台灣的建築

法規正逐步阻止太過於消耗能源的玻

璃帷幕建築設計。

不同建築文化，喜愛不同的透明

呈現方式。回教文化發源於乾燥高溫

的氣候中，他們習慣於多孔漫射的間

接採光方式。現代回教建築也表現這

種對光線的態度，例如巴黎阿拉伯文

化中心，它的外牆玻璃帷幕之後有大

小組合的金屬葉片，會隨著光線的強

弱藉由感知器調整葉片的開啟程度，

保持室內一定的漫射光效。

住宅的建築透明度

住宅是最不容易做到透明的建築

物，因為生活、隱私、收藏空間的需

要，如果太透明，不但少了安定感，

在夜間室內的一舉一動會清楚地呈現

於外界，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因此，

即使是現代的住宅設計，除了某些現

代主義所標榜的「主義式」的透明屋

之外，一般大眾的住宅仍維持相當程

度的封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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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芝加哥依利諾州州政府光亮透明輕巧的設計，使市民覺得

和政府更加親近。

從芝加哥依利諾州州政府向外望，可以透過帷幕看見著名的高

樓建築。

隨著科技的開發，新的建築材料也帶來教堂建築的透明度。

現代玻璃帷幕的設計，發展出

許多適合寒帶氣候的技術，使

得建築的透明度能與節約能源

不相違背。但在溫帶地區成功

的玻璃帷幕系統，若是直接運

用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能源

的消耗必定很可觀。



早期最著名標榜開放感的住宅，可能是科比

意（Le Cobusieur）所設計位於巴黎近郊的薩伏耶

別墅（1931年），它長條的連續窗讓人可觀賞遠

方的景觀，這是採用混凝土為主要構造材料後的

新空間觀念。傳統的住宅一定是上下高窗，以利

垂直承載力的傳輸，歐洲的老城，不論是巴黎、

柏林或倫敦都可以透露出這種訊息。水平開窗不

僅打破歐洲長期以來的結構定律，也改變了長期

以來的空間表示方式。

由於人的視覺是比較容易左右移動而不是上

下移動，水平窗比較能呈現一望無際的視野，在

新的結構材料開發時，也創造了新的住宅透明度

與視覺感受。建築是比較被動的藝術創作，新的

形式常跟隨新的材料出現，鋼筋混凝土的出現提

供了科比意嶄新的創作方向。

蕝昭永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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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住宅基於生活、隱私、收藏空間的需要，仍維持

相當程度的封密度。

長條的連續窗可

讓人觀賞遠方的

景觀，這是採用

混凝土為主要構造材料後的新空間觀念，也創造了新

的住宅透明度與視覺感受。

巴黎阿拉伯文化中心（左圖）外牆玻璃帷幕的金屬葉片（右圖），可隨著光線的強弱調整開啟程度，保持室內一

定的漫射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