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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論壇主題訂為「現代與非現代」，企圖以一個特定的角度來探討二次戰後台

灣建築的現代性經驗：由於「現代」，我們才得以分殊何者為「非現代」，並因

「非現代」的被分殊，我們更加理解何為「現代」。亦即，現代似乎是一種人為

建構的套套邏輯，一旦踩進，就難以自拔；同時，以非現代作為對照，現代將

更為彰顯。因為在台灣，當建築現代性透過移植被鑄造出來、前現代被掃落的

同時，非現代事物即隨之出現。充斥著台灣城市鄉村大街小巷的「違章建築」，

就是最好的事例：代表現代性的建築法規公布施行了，不合法規的前現代構造物

必須拆除，但同時混合應用著前現代和現代建築技術的違章建築卻隨之出現；為

了解決違章建築問題，建築法規接續修訂，應對新規章的違章建築方式繼而被

不斷發明，兩者相互追逐。於是真實的現代性經驗，產生於現代、前現代與非

現代三者之間的承繼、競爭與和解等過程之中，而這也構成台灣現代性體驗中

最獨特的部分。

幸運地，這次論壇邀集多達 11位學者專家進行研究發表。我們嘗試用四個子
題，來梳理二次戰後台灣建築豐富、複雜、甚至有點令人難以理解的歷史過程；

這似乎也說明了現代性並非僅是一項「計畫」。這四個子題包括：「技術與構築」、

「地方與脈絡」、「言說與再現」和「實驗與運動」。「技術與構築」探討了菁寮

聖十字架教堂和國宅的構築及其相關的脈絡，也討論了主要技術者（建築師）

的專業構成。「地方與脈絡」以禮制建築、台東白冷會建築和臺北市圓山地景

變遷為例，研討現代性對於地方性的滲透，以及有什麼樣的建築和景觀形構被

生產？「言說與再現」則討論盧毓駿和漢寶德的建築論述建構，及他們為何被

提出並進行了什麼樣的實踐？「實驗與運動」試著研討戰後在成功大學和東海大

學發生的建築思潮，以及產生什麼樣的後續影響？

這 11場各自擁有不同關切範疇的研究成果，發表涉及更底層的社會文化脈絡，
無疑豐富了對於台灣戰後建築發展的視野和內涵，為台灣現代性經驗有更深入的

理解，值得持續深究，而這正是四位主持人在其評論中指出的，「建築史不是神

話，但它擁有的魅力更甚於神話」，因為在它的空間中所涵融的時間，能讓我們

以更深刻的方式反身思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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