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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說：「移動，一直讓
我的靈魂引以為樂。」而走路，也是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李清志教授最
喜歡的城市移動方式，方便、又能看到城市裡的細微處，「把速度慢
下來，常常在城市不同的區漫步，就可以體會到很多全新的風景。」因
此，趁著和暖的五月天，帶著好奇的眼，輕盈的心，以雙腳踏查這座城
市的紋理，感受當代建築的風華。

第一站：站在大師的肩膀上—國立臺灣大學社科院辜振甫先生紀念
圖書館，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是由日本知名建築家，2012年普立茲克
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得主伊東豊雄(Toyo ITO)所設計，並
獲得2013年第35屆臺灣建築佳作獎的榮譽。圖書館位於大樓B1F至2F中
央樓層，其中最富設計精髓的1F開架閱覽室，為一處長寬各約50公尺的
通透、挑高近6米的空間，由88支樹狀柱結構屋頂夾雜130座形狀不一的
天窗，晝間陽光從天窗撒下，營造出置身於林蔭間閱讀的氛圍。參觀圖
書館需要事先預約團體導覽，而學生要在這裡完成此趟行程的第一項任
務—尋找建築物牆面上楊牧的詩句。圖書館極有巧思的將楊牧的〈學院
之樹〉鐫刻玻璃之上，與牆面幾乎融為一體，「在一道長廊的盡頭，冬
陽傾斜/溫暖，寧靜，許多半開的窗/擁進一片曲綣兇猛的綠」，此處值得
駐足逗留，細細品讀詩與境的交融。

第二站：人文與科學的薈萃--國立臺灣大學次震宇宙館「台大次震
宇宙館」是台大校園內一座人文與科學意涵並具的建物，是由國內知名
建築師姚仁喜所設計，曾入圍世界建築節大賽（WAF）決選名單。 宇宙
館的整體靈感來自「宇宙」一詞，以「宇」為上下四方，「宙」為古往
今來為發想。宇宙館為外方內圓的量體，內圓之實體是以管中窺天的理

▲從草坪的這一側眺望台大社科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
館，白色的樹狀結構彷彿撐起建築物本體。

▲次震宇宙館，外型的玻璃帷幕很有現代科技感，從遠處
看，彷彿漂浮的太空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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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打造有如望遠鏡探索宇宙太空的模式。至於四方體的外牆，則透
過眾多遮陽板的設計，以光線之變化，打造懸浮的視覺效果。此座立
方體建築的中間，會隨著光線的變化，時而出現一個圓形陰影，蘊含
宇宙科學及中華文化天圓地方的哲學精神。

    內部建物的圓形概念，採用羅馬萬神殿中的圓筒狀天井為設計
理念，一樓室內空間有一個映月池，這是配合觀月中庭的設計，於屋
頂做了一個「追月」的裝置，這樣的設計，為暗夜內的宇宙館注入了
月光的詩意。內部立面，以布滿圓孔的金屬沖孔板包覆，在藍光色彩
下，營造宇宙天文的氛圍。牆上四周柱上，分別有四位中外物理天文
學家的雕像，分別是張衡、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由於次震宇宙
館曾舉辦給高中生參與的open house活動，時間不定，平日並未全面
開放。所以參觀時不一定可以入內導覽，倒是宇宙館周圍種植多株櫻
花，若是春日來時櫻花綻放，落英繽紛，漫步其間，令人心曠神怡。

第三站：巷弄裡的自由之光--殷海光故居
出了次震宇宙館，順著台大辛亥路圍牆旁，穿過馬路，再走一小

段路，便來到了位於溫州街的殷海光故居。殷海光故居位於溫州街十
八巷十六弄內，西元1945年所建，故居為一層樓之日式木造房屋，
院落大致為三角形，拱起的小小假山上綠蔭怡人，樹下石頭桌椅有青
苔攀爬的痕跡，一道小小溝渠已乾涸許久。1956年，殷海光入住這處
宿舍，閒暇時他自行鑿挖溝渠，將廢土堆砌成山，分別命名為「愚公
河」、「孤鳳山」，相當程度反映了他的心境。

▲殷海光故居的大門。故居保持殷海光先生居住時期的樣
貌，並展出殷先生的文物資料照片。

▲殷海光故居位於幽靜的深巷中，在這裡，時光彷彿凍結，
可以遙想「昔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的先哲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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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先生1949年從中國大陸遷居來台後，一方面在臺北帝國大學(現
臺灣大學)哲學系授課，另一方面為《自由中國》撰寫政論文章，秉持「寧
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以文筆對抗言論思想禁制，勇於批評時政，
是中國自由主義重要傳承人物，但也因此後半生飽受軟禁之苦，門外經年
有特務駐守。或許在言論自由的現在，很難想像當年權威政府統治下，要
發出這樣的批判之聲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身處於彷彿時光凍結的殷海光
故居內，可以緬懷在那個時代裡，勇於面對政府發出不同聲音的思想家，
有著什麼樣的生平與過往。

第四站：隱藏在巷弄中的異形建築—師大美術館，此次走讀的終站將
來到師大美術館，台灣師範大學對面的青田街巷弄中，隱身著許多歷史悠
久的低矮老房子，其中有不少是日治時期遺留下的教授宿舍。漫步在青田
街上，可以感受到濃厚的歷史感，也能體會悠哉的生活步調。然而，就在
這片歷史感十足的建築群之間，矗立著一座看似張牙舞爪的不規則怪異建
築。彷若外星人衛星站的的外觀是由三角形純鈦板構成，這是台灣第一棟
360度三角形純鈦板建築物。鈦板是一種高科技建材，伸縮係數最小，也
是一種有機礦物質；隨著時間氧化，顏色會逐漸變化，卻不會熱漲冷縮，
耐久性高。而且它的隔熱性高，散熱也快，是構成綠建築的適當材料。

尾聲：建築可以影響台北走向什麼方向?有人說：「建築是行為的具體
化。」建築師貢獻才華智慧構築了一個城市所需要的建築形式，他們必須
克服氣候因素、人體工學、材料科學及各種法令規章的限制。此行我們可
以思考的是，這樣的建築將帶給人們什麼樣的對話空間?

▲師大美術館的鈦金屬外貌，彷若一隻張牙舞爪的外星怪
獸，在沉靜的青田街巷弄中極具特色。

▲師大內部的迴旋梯。今（2022）年適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百年校慶，值此歷史性時刻，臺師大特邀請百位校友共襄盛
舉，參與《百年傳承．世紀典範—師大百年校慶校友美術創
作邀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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