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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东丰雄到妹岛和世——浅谈建筑的透明性

仲 玲
上海江南建筑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201800

摘� 要：极简是现代建筑的特征之一，而透明性是当今现代建筑的表现路径之一。伊东丰雄和妹岛和世的作品均

在透明性上有典型的体现。伊东丰雄的透明性来源于对社会快速发展的思考，人们精神需求发生了变化，建筑审美也

随着相应转变；仙台媒体中心和台湾歌剧院是截然不同的对于透明性的发展和思考，分别对应融入自然的透明性和洞

穴结构的透明性。而妹岛的透明性更加直接，致力于降低建筑在感受中的存在感，用一些易于具有透明感的材料如镜

面、金属材质等以及自由的平面构成方式创造透明化的空间。本文通过两位建筑大师的理念和作品来分析建筑透明性

的特点，希望能启发一些新的想法和观点。从透明性产生的原因，社会需求思考，透明性如何体现，透明感的审美等

方面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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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深入发展，人们的审美也

不可避免受到虚拟网络越来越大的影响。信息的飘忽不

定，瞬息变换的资讯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生

活方式也变得多元和多变，建筑作为人们生活的载体之

一也不可避免的经历着这一潮流变化；建筑师们注意到

了社会的发展变化，建筑变的越来越轻巧，越来越“快

速”，越来越多变。透明性正是在这高度信息化时代的

审美需求之一。*

透明性是个宽泛的概念，如果仅仅是理解为视觉上

的透明就太狭隘了。可以从视觉上的透明延伸到空间上

的透明、思维上的透明。如：立面是平面和空间的自然

反映，而当立面被作为独立于空间外的存在时，立面本

身就有了一种独立于平面外的自由度，可以用透明的材

质或者实体的材质，这种自由度本身就是一种透明性。

对透明性在现代建筑上的探索在已经进入发达社会的日

本建筑界更早的发生。

伊东丰雄从他的转折性作品“银色小屋”开始在作

品中体现让建筑更加轻盈的理念。谈到他在八十年代的

工作时，他曾经说过要发展出类似于空气和风的轻质建

筑。轻质化正是透明性的相伴特征，是透明性的探索出

发点。

而另一位设计师妹岛和世认为自己作品最重要的特

征是透明性，而透明性并不等于玻璃。她在一次访谈中

谈到，在日本常见的荞麦面店，入口都挂着很轻的布

料，人们穿过这片帘子进到店里；她对创造出两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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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很感兴趣，会运用某种不让两方那么泾渭分明的

事物，让两边维持着某种关系。而使用透明和半透明元

素可以把这种模糊的界面关系表达出来。

荞麦面店的门帘是传统分隔方式的一种，日本传统

建筑来源于中国古建筑。这种边界的透明性在中国古建

中也常常出现，如墙倒屋不塌结构体系中的轻质门扇，

门窗格上糊纸或者装玻璃，是一种透明或半透明的材

质；另外中国古建中门扇有独特的开启方式，部分南方

民居中一整面墙均做为门扇，可以同时开启，而开启后

“墙”就不在了，室内外空间形成了一体，这正是一种

空间上的透明性。

以上两位建筑师对透明性的理解不同，伊东是在多

重社会思考中产生了包括而不限于透明性这一结果，而

妹岛是在自己的作品中明确提出了透明性的特质。

下面将从两位建筑师的部分作品具体分析透明性在

设计切入点、理念、手法等方面的不同演绎。

路径的透明性——漂浮感

伊东早期的作品“URBOT-002A”（1971年）中，
床、厕所、浴室等空间被做成一个个独立标准单元放置

在一个大空间内，独立单元像一个个胶囊仓排列在一

起。这种手法使得建筑外墙与平面功能区独立并脱离开

来，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材质立面而不影响内部空间。就

像大圈包小圈，大盒子包小盒子；盒子和盒子之间没有

明显的走道空间，路径不再是传统的线性流线，而是似

乎在“鼓励”人们做一种点到点的散点式的自由路径，

像是展示空间中随机的路径。不再是目的明确的一点到

一点，而是一点到多点，方向性变的轻松随意，像是漂

浮在空中或水中的无目的漫游路径。这种无限可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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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就要求一个通达透明的空间，破除了常规路径上的

“墙和走道”，这是一种方向的透明性，行动路径、行

为方式的透明性，这种路径的解放伴随着视觉的解放、

空间布局的解放。

透明性是一种精神需求

伊东的作品特质之一，是非常重视精神性的回应和

表达。伊东的风格是在对社会生活的持续关注思索中不

断变化的，在伊东前期的作品中，体量感明显，如采用

雕塑感的实体、几何形的形体，创造了一种厚重感。

伊东的早期住宅作品“中野本町之家”（1976年），
是为他姐姐设计的新住宅—— 房子在一开始设计时是一

个L型，伊东的姐姐希望在不同部分之间能有视觉上的联
系。然而，随着讨论的进行，在设计上开始越来越关注如

何才能体现出该房子曾经有过的的悲伤。最后设计成了一

个向内的U型形状，将家庭领域与外界分了开来。在这个
作品中，伊东清晰了解他姐姐的心情和精神，并在设计中

对这一精神压抑做了建筑化的表达，采用几乎对外全封闭

的混凝土实墙、审慎的开窗、敦实扭转的形体等方式创造

了精神内秀且避外的空间。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伊东希

望通过建筑手法，通过光、空间与使用的人产生联系，就

像化学反应，此类回应让居住其中的人心情得到安抚。这

是伊东在作品中回应使用者精神需求的典型代表。

到了80年代，伊东开始思考社会的变化：消费型社
会的极致发展使街道充斥大量多变的广告，没有什么固

定不变的东西，人们产生了一种虚无感；社会不再需要

一种稳定的审美，这产生了一种多变的、轻质的、易换

的审美。伊东认为建筑师应该顺应这种变化，在建筑设

计中回应这种新的精神表达。

风格转折点出现在“银色小屋”（1984年），伊东
丰雄开始追求作品的轻盈，采用钢结构屋顶、铝材、穿

孔铝板、铁网等材质，一改过去作品中的厚重感，体量

感减轻，屋顶像是轻薄的纸片，轻轻的搭在立柱上。采

用看起来轻质的材料，应用轻巧的结构形式是作品走向

透明性的第一步，在视觉上减轻重量感，创造一种轻薄

透明的建筑。

轻质材质松散的围合在一起，像一个“临时性”的

建构。在之后的多个作品中，都出现了像“帐篷”一样

漂浮在空中的形式，以及飞起来的屋顶，如代表作品

“未来之森博物馆”（1991年）。到这里伊东已经完全
从传统风格中脱离出来，形成了自己成熟的设计理念，

有自己的一套透明性的表达语言。

融入自然的透明性——像树一样

伊东丰雄认为因为20世纪现代主义的影响，人和自

然被分开了，人如何同自然恢复以前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课题，让建筑怎样回到自然是一直在摸索的。20世纪90
年代开始伊东丰雄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完成了他人

生中最重要的建筑设计作品——设计于1995至2000年，
完工于2001年的仙台媒体中心；也是他最知名的作品之
一，其最具特色的方面是13个高科技网格柱，不仅支撑
建筑物，而且还为建筑所需的许多设备管线提供了明确

的路线。

用室外的思维、森林的思维处理室内空间，这便是

仙台媒体中心项目的独特之处，拥有大自然般自由自在

的空间。仙台媒体中心是现代社会理念发展的产物，

充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民主，不被束缚，人们可

以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公共空间里；中心采用了一种自由

流畅的类室外空间的处理方式：秩序被消解了，人们像

坐在大自然里，柱子变成了扭曲缠绕的树干，人们走在

树干下的空间里，像是和自然融为一体。在这里空间已

经穿透实体的墙面冲向了大自然的怀抱，这是透明性在

空间上的穿越。除此之外，仙台媒体中心项目立面也贯

彻了透明性的理念，采用带有类似树枝肌理的全玻璃幕

墙，是一种轻透的，将建筑室内外联系在一起的透明化

审美。

洞穴空间的透明性——无不可融合

伊东丰雄在仙台媒体中心之后进行了很多表皮的尝

试，倾向于轻质化、漂浮感、透明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后期的风格，将透明性又像前推了一步，不再追求感官

上的透明性转变为一种空间结构上的透明。具体来说，

一个建筑形体上可能并不是直观的视觉透明性表达，但

采用了一种透明性内部结构或者说思维上有透明性的穿

透感；代表作品是“台湾歌剧院”（2016年），一个面
可以即是屋顶也是墙面，还可以是地面，不考虑重力的

情况下，人们可以顺着一个面到达空间体的任何部位；

像是人类祖先居住的洞穴空间，没有了顶面、墙面、地

面的区分，继而形成一种“巢式结构”空间，一个连着

一个，在这个“洞穴”的人可以穿透很多“洞穴”的体

和整个巢式结构的人产生联系。当人们感到，原来空间

不必像已有的那样，也可以这样存在时，产生了一种击

穿旧有观念的感悟，这也是一种透明性。

伊东丰雄和妹岛和世表现透明性的方式、手法不

同，相比较而言，妹岛和世的风格比较统一，没有那么

多变。从金泽21世纪美术馆到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
妹岛的作品是多种思潮发展的集大成者，以一种东方沉

静的气质，应对了场地空间，并以一种升华的未来感审

美出现，即是无规则自由形态的又是极简的，即是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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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又是抽象的。视觉上很轻，造型也可能很庞大，

却不突兀，最重要的，是那种亲切可爱的姿态，没有攻

击性。妹岛喜欢用白色的材质，纤细的柱子，反光的材

料等等去创造一种匀质、透明的感觉。其目的，是想让

人们意识到建筑中不同部分的关系。

妹岛认为，透明性不是视觉上的，而是体验上的。

如果说一个建筑具有透明性，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在其

中游走、触摸它或与它建立身体上的联系来感知建筑的

组织方式。妹岛的透明性看重人们在空间中的体验感。

感受不到的建筑——透明性的出发点

妹岛作品中的透明性很大一部分源于致力于建筑和

环境的融合，让建筑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很多作品看起

来很轻柔很飘逸，降低了建筑本身的实体感，让人们感

觉不到建筑的存在。人们在体验中视线被吸引到空间本

身，室外的自然美景或者城市街道等。在纽约新当代艺

术博物馆中，妹岛运用大量玻璃消解建筑轮廓，并将街

道和来往人影引入建筑中，建筑和街道连为一体；建筑

像若干个轻巧透明的盒子推叠在一起，没有重量感，存

在感也某种程度上被消解和重置了。

直岛渡轮码头——镜中的透明性

这是个小体量的交通建筑，非常简单，窄细的钢柱

以规律的柱网支撑着一片薄而舒展的屋顶，在屋顶下是

码头行车道、售票房和部分辅助用房。除了盥洗室和

设备房是混凝土盒子，其余是三个轻透的玻璃盒子，静

静的置于大屋面下；售票房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走进去

唯一的实体是混凝土售票服务台；环视一圈没有任何遮

挡，可以透过玻璃墙面看到不远处的海面。让人感觉最

特别的，是妹岛在售票房和行车道附近布置了几段镜

墙，看似随意，却给人一种意外又奇妙的感觉，镜面是

很奇特的元素，本身不创造形体却放大了空间；行路匆

匆的旅者路过码头只为短暂的等待，本无意停留；却偶

遇镜墙，当镜面中映照着观者、建筑和周边环境时，似

乎一瞬间有了驻足的理由，成为一个让人愉悦的空间；

因为镜墙的存在人们更愿意停下脚步看看自己身处的世

界，看看远处的大海；这一切似乎多了一层维度的审

视，让人一下子感受到了大海的深远，世界的开阔；小

小的镜墙成了画龙点睛之笔，让这个薄透的小建筑有了

神性。

公园咖啡亭（日本 茨城县 古河市）——空间边界中

的透明性

咖啡亭的设计元素采用妹岛一贯的风格，和直岛渡

轮码头类似，采用了细柱、薄板屋面、玻璃墙面等，局

部也出现了镜墙。在这个小建筑中，最独特的地方在

于可以整体推拉的墙面，当整面墙体移位时，原有的室

内空间变成了半室外，原有的半室外变成了半室内的空

间，有点类似与“魔方”空间，改变一个墙的位置就改

变了空间的关系，这是很妙的地方。是一种空间自由度

的透明性，主要体现在空间边界的自由变换，室内外空

间的转换。

这和前面提到的中国古建中整面墙门扇开启后的空

间转换效果类似，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现代建筑中做了

探索。

水明装置——金属质感的透明性

2021年东京奥运会妹岛设计了展示项目《水明》装
置，是一个景观装置，带着清冷的金属光感，又很柔

和，极轻薄。可以反射周围环境闪着金属光泽的“飘

带”浅浅悬浮在地面上，形成柔美的曲线蜿蜒向前。

“飘带”上有一层薄薄的水面，零落种植着三三两两的

植物。这个装置直接体现了对边界感的打破：流水不必

依傍土地出现，和水培植物一起悬离在空中也可以，依

附在一片极轻极薄的圆滑流线型金属材料中，以平行大

地的蛇形姿态向前推进，有一种旺盛的生命力。金属材

料可以极其柔软，有独特的光泽，是金属质感特有的透

明性。虽然这个案例是装置，但却很能体现妹岛的理

念，对于人、造物和自然的关系，很轻薄很温柔，这种

关系是一种非常直接的透明性。

结束语

透明性从伊东的社会需求发展引发的精神审美需求

发展到妹岛的以透明性作为作品主要特征之一，已经发

展成为现代建筑审美的主要方向之一。伊东强调精神感

受，妹岛更直接的在空间中融合，建筑的透明性也从视

觉化的表现到空间组织的创新再到空间体验的丰富，层

层递进，形成了一系列的变化发展。在今天的建筑设计

审美中绕开这一特征是很难的，两位大师探索的经验也

会给后来的建筑师们很多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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