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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試圖打破傳統上「設計 vs 論述」、「技術 vs 感性」的二元對立，強調跨域整

合能力是當代建築師不可或缺的重要素養。書中的一句話：「建築是掌握具體事實的

人與掌握敘事能力的人共同合作的產物。」作為本書設計方法的引論，可謂十分恰當

。

 

當然，在學校的設計課程中，設計練習的時間相較於現實建築案的漫長進程仍屬有限

，學生往往尚難體會技術條件在現實工程中的種種制約，或理解技術如何成為推進設

計構想的力量，進而感受到它與設計者的感性思維之間那種充滿張力的糾結與搏鬥。

本書恰好為學生提供了一種思考與整合的框架，引導他們在有限的設計時間裡，開始

意識到建築實踐中所面對的動態平衡，並學會如何在敘事中自覺地編織出技術與感性

的互動關係。

 

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作者指出，建築學並非純然的技術性學問，而是在各種限定條件

中編織意義、形塑文化的創造性過程。這一觀點，讓人聯想到 Juhani Pallasmaa 在

《The Eyes of the Skin》（1996）中所強調的建築「體感性」與「詩意性」——建

築應當激發人的感知與情感，而不僅僅是滿足功能需求。恰逢當前AI工具迅速發展

，學生能夠輕易利用AI快速生成圖像，卻更凸顯出他們作為「論述主體」時所欠缺的

整合性思考與敘事能力。在技術表現力日益便利的時代，設計思維與論述能力的重要

性反而愈發突出。本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供了清晰且具系統性的架構，從理論

到實踐，循序漸進地引導讀者學習如何將故事性深度嵌入設計之中，強化設計論述的

深度與厚度。



 

全書分為五大篇章：「敘事建築」、「設計思考」、「操作方法」、「產出作品」與

「作品案例」，內容安排兼具高度教學價值與實操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操作

方法」篇章，提供了許多具體可操作的策略，例如如何以「論述為核心」反推空間構

成，如何借助影像、分鏡、反烏托邦敘事等元素來激發空間設計的靈感。這些方法對

於當下習慣依賴視覺生成工具的設計學生而言，極具啟發性與實用價值，有助於他們

超越單純圖像美感，進一步強化設計背後的敘事邏輯與空間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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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設計就像是說故事》（圖／五南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