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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未來
諾曼．福斯特的建築科技與藝術 

文／曾景濱（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助理教授）

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是英國當

代最具國際聲望的建築大師，因其建築作品之卓

越貢獻，1999年獲得普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也因此獲英國女王晉封貴族

尊榮（Lord）。其建築設計作品之類型非常多樣並

遍及世界各地，包括大尺度的都市規劃案、高架

橋、機場，和博物館、美術館、銀行、辦公大樓等

尺度之建築物設計，以及小尺度的室內空間改造，

和傢俱與把手等產品設計；他可以說是一位全方位

與跨領域發展的傑出建築師。

福斯特的作品充份反應其融合建築科技、藝術

與人文的創新理念；隨著時代的演變、科技的進步與

生態環境的改變，福斯特秉持尊重人性與生態保護，

藉建築創作實踐其理想，並不斷追求其作品的突破。

雖然福斯特的作品一般被視為高科技式樣（High-

Tech）的代表，然而，從其教育背景與建築學養的脈

絡，和其作品之設計思考內涵，不難發現其建築創作

所蘊藏之人文關懷與藝術傾向。本文試圖以福斯特建

築啟蒙的背景為始，再就他的作品所表現之空間特

徵，與其所涉及之議題進行討論，主題性地介紹其建

築之科技觀和藝術性。本文末段，也將述及福斯特在

異國所完成之作品，並討論他如何運用空間的語言，

回應當地的人文因素與環境條件。

成長背景與建築的啟蒙

諾曼．福斯特1935年出生於英國曼徹斯特市的

雷文修區（Levenshulme），其父、母親為勞工階

級。福斯特喜歡畫圖，「……他的畫受兩大因素影

響，一是英國畫家勞瑞（L. S. Lowry）筆下的工業

社會眾生相；二是《老鷹》雜誌裡，航空母鑑和

「火神」轟炸機的剖視圖」1。前者或許反應了福

斯特在工業城曼徹斯特成長的記憶與環境景象；而

後者-《老鷹》雜誌中的科技表現與對未來世界的

幻想，深刻影響了福斯特，也埋下了他對建築創意

與未來想像的種子。

福斯特高中畢業之後，任公職二年，熱愛飛機

的他選擇於空軍服役；其後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與

美國耶魯大學接受建築的專業教育與學院風氣的薰

陶。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求學期間，師承保羅．魯道

夫，並受教於文生．史考利、菲利普．強生、瑟

吉．車麥耶夫（Serge Chermayeff），經歷了嚴格

的設計評圖教育，也學習了魯道夫繪圖和做建築的

態度2  。美國當時現代主義建築的思潮與自由的風

氣，大大地啟發了福斯特的建築觀。他與理查．羅

傑斯（Richard Rogers）在耶魯同窗二年，取得碩

1 香港匯豐銀行，透過天花板的玻璃鏡面，自然光被引入公共廣場；廣場上的行
人也可以透過玻璃看到銀行內部。（攝影：曾景濱）

2 香港匯豐銀行是福斯特在亞洲所設計的第一件建築作品。（圖片提供：福斯特
聯合建築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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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位之後，在1963年與理查、溫蒂．福斯特、喬

琪．奇思曼成立四人小組（Team 4）。但1967年此

四人小組解散後3  ，他和溫蒂．福斯特自立門戶，

成立自己的事務所。一九七一年，因業務之關係，

與理查．巴克敏斯特．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在倫敦結識，二人曾經合作一些實驗性的

案子，福斯特受到富勒之標準化、輕量化、大跨距

建築與環保觀念的啟發甚巨 。4

高科技建築與空間的彈性

儘管福斯特聲稱他是一位反式樣（anti-style）

的建築師5，但是，英國工業革命的傳統，與受到

富勒輕量化建築觀念的影響，福斯特早期作品的預

鑄化，與大跨距的建築結構系統所呈現的空間彈

性，具體反應「高科技建築」的基本空間創作概

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為位於英格蘭的韋利費伯和

杜馬斯辦公大樓（Will is Faber and Dumas 

offices）、森斯寶利視覺藝術中心（Sainsbury 

Centre for Visual Arts），以及香港匯豐銀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在這些作品中，單元

化與預鑄化的工業建築構件被充份運用，建造具透

明性與大跨距的工作場所與美術館。

韋利費伯辦公大樓位於倫敦東北方的歷史老鎮

伊普斯威奇（Ipswich），此大樓雖與四週的古建築

形成強烈的對比，福斯特以曲形的玻璃帷幕外牆反

映基地週圍的歷史建物景觀，創造了如謎般的街道

空間。福斯特藉反射性的玻璃構材，於白天強調其

街道紋理；在晚上此玻璃之透明性將其內部空間展

露無遺。本案的主結構為鋼筋混凝土柱結合華福格

子版（waffle）與無樑版系統，以14米的大跨距為格

子狀排列，週邊以7米間距的次結構系統呼應基地的

曲形6，創造了開放且具彈性的自由平面；屋頂結構

為鋼管桁架，自然光由屋頂照亮中央電扶梯的公共

空間與辦公空間，與黃色牆面共同營造溫暖的感

覺。本案挑戰了一般人對辦公大樓的既定看法，福

斯特於辦公空間引入社交性的機能，以營造一種歡

愉的場所氛圍，例如在一樓設置游泳池和健身房，

頂樓有屋頂花園與餐廳，員工可以在此屋頂上閒逛

或野餐。開放式的辦公空間有意消弭工作階級的觀

念，本案在高科技的空間中注入人性的考量。

1  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弧形屋頂導引大量日光到室內。（攝影：曾景濱）　2-3  斯坦斯特機場　英國　1981-1991。（圖片提供：福斯特聯合建築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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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斯寶利視覺藝術中心（Sainsbury Centre for 

Visual Arts）位於英格蘭的另一歷史古城諾維奇市

（Norwich）郊外的東英吉利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校園內，福斯特以35米大跨距的ㄇ形桁架

組構一大型的建築容器，整合了展覽空間（展示業

主所收藏之美術品）、餐廳、修畫室、藝術學系等

不同機能的空間。長向的外牆為吊掛鋁板，短向為

大面積的玻璃帷幕牆，其外面向校園之景觀。本案

的ㄇ形桁架內部配置設備管線，其內部空間亦作維

修使用；大跨距的結構提供內部極大的空間使用彈

性，能夠因應不同的展覽活動與未來機能的變動。

香港匯豐銀行是福斯特在亞洲所設計之第一

件作品，其設計概念亦是以營造大跨距且開放的辦

公場所為主，福斯特將建築物的服務核心，與鋼製

的主結構范倫狄爾構架（Verendeel mast）配置於

大樓之二側，跨距三十三公尺，並以橋樑式的桁架

懸吊結構拉住各區樓板之重量，創造具開放性、明

亮與彈性化的辦公環境。內部中庭的頂部天花板是

一排玻璃鏡面，用來反射南向立面所裝置之集光器

的日光，光線因此被引入室內大廳，和挑空之地面

層公共廣場，廣場上的路人透過上方的弧形透明玻

璃亦能看到銀行內部。福斯特這種以電腦控制和反

射裝置，將建築物接受日光的被動姿態，轉化為主

動控制光線的機制，為當時建築科技的大膽構想。

藉由本案的大跨距結構所創造之空間彈性、結構外

露與模組化預製構件（由建築到傢俱設計）之系

統，充份反應高科技建築之理念。然而，在設計過

程中，因業主與基地位處香港所衍生之文化差異性

（例如以風水觀考量地面層電扶梯的方位），使得

本案在結構與空間上呈現較不同之表現。

此外，倫敦之第三國際機場史坦司特

（Stansted Airport）、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等，亦

表現建築之科技風格。史坦司特機場將機械設備與

輸送空間置於地下層，上方以重複之樹狀結構形成

大跨距、輕量化的屋頂，允許大量的日光可以進到

室內的公共空間，使旅客獲得明亮、舒適之候機經

驗。香港赤鱲角機場優質化了史坦司特機場之設

計，也有大跨距、輕量化的屋頂構造，其成排狀的

弧形屋頂引導大量的日光到室內，讓旅客能體驗更

多空間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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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記憶與新、舊空間的整合

 在面對都市舊建築與歷史性空間之再生的議

題時，福斯特嘗試將再生的空間融合於都市既有

的涵構當中，使新的空間能夠呈現其當代性，但

又不會與舊的建築產生衝突。其中，具代表性的

作品包括：皇家藝術研究院的沙克勒畫廊（Sackler 

Galleries, Royal Academy of Arts）、大英博物館大中

庭再生案（Re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Court of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UK），和德國國會大廈重

建案（Reichstag restoration, Berlin, Germany）、法

國尼姆的卡爾美術館暨多媒體中心（Carre d’Art, 

Nimes, France），由這些設計案可以清楚窺見福斯

特對歷史性建築再生的態度，以及其如何以當代之

觀點進行空間的再詮釋。

沙克勒畫廊是福斯特事

務所執行的第一件歷史性建

築改建案，針對本案，福斯

特在兩棟歷史建物間──伯林

頓 府 和 維 多 利 亞 畫 廊

（Burlington House and a 

Victorian gallery），以當代的

建築方式進行空間的介入。

利用兩棟建築之間的天井引

入日光，並置入玻璃樓梯與

電梯；福斯特以現代化的建

材扮演其空間上與時間上聯

繫的中介角色，在重建之過

程中，伯林頓府原初之帕拉

第歐式立面也因此被揭露出

來7。福斯特利用這種新、舊

並置的構築方式，使新的部

份能夠彰顯舊的空間與紋

理；此構築法也一直延續到

大英博物館大中庭再生案與德國國會大廈重建案。

大英博物館大中庭案，是在大英圖書館遷到聖

潘克拉斯之後，館方希望為博物館的中庭創造新的

風貌，並又能重新整合博物館原有的各展覽空間，

讓眾多的遊客能夠更自在的穿梭於各個展廳。福斯

特是由都市的角度來思考此更新案，他曾提到最早

期的構想是要藉著本案，創造一條北自大英圖書

館，穿過大英博物館大中庭的更新空間，到柯芬園

（Covent Garden），再到南岸的一條新的遺產步道
8；藉此藝術與文化廊道，使博物館融入到城市的整

體中。福斯特以最先進的工程技術與造形的簡化考

量，創造了以三角形為單元發展的三度曲形頂蓬，

此獨特的玻璃採光蓬解決了中庭立面與閱覽室圓頂

之間的不規則空隙；受到富勒的啟發，此輕量化的

諾曼．福斯特，大英博物館大中庭再生案，倫
敦，英國。（圖片提供：福斯特聯合建築事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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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65形；倫敦之瑞士再保險大樓（Swiss Re tower）即為

其中一例。而有機形態的表現，為福斯特思考建築

物造形與自然界中的造形之類比關係所得。以瑞士

再保險大樓為例，松果之造形與其因氣候的變化而

開、闔之現象，啟發了福斯特的設計9。另外，位於

格拉斯哥的蘇格蘭展覽與會議中心，其鋼構的外殼

與當地造船業的傳統相關，在外形上擬似一隻犰

狳。此案反應福斯特以有機之形態包容內部多樣之

機能，並給予觀者有一隱喻性的聯想10；

（二）地域性文化的關注和永續性的觀點：隨

著建築業務擴展至英國以外的國家，福斯特作品

的內涵與其形態之發展，呈現更多元，且與該國

家之文化特徵、和基地氣候條件有更多的關聯。

例如：北京國際機場第三航廈的設計，建築師在

配置和造形上轉化自中國文化中「龍」的意象，

航廈內採大跨距的結構，航廈外的一排柱子則以

中國文化中具象徵性的皇帝紅為顏色。屋頂上有

秩序地安排外翻的天窗，讓光線可以照到航廈室

內，此外翻的天窗可被解讀為中國文化中「龍

鱗」的意象11。此外，最近完成於美國新墨西哥之

太空航站（Spaceport America），低矮地座落於

像沙漠般的基地上，其有機的造形類似地景上隆

起的土丘；建築物部份嵌入地下，藉此避開墨西

哥極端的氣候，也能引入西風以流通空氣。福斯

特於此案使用當地的材料和地域性的營造工法，

其為永續、也同時是對週遭環境衝擊最少之建築

物12。這種尊重地域性文化，並堅持環保、永續之

設計理念，亦在他於阿布達比（Abu Dhabi）所設

計的扎耶德國家博物館（Z a y e d  N a t i o n a l 

Museum）設計案中表現出來。

綜合以上之討論，可以發現福斯特建築創作的

理念，早期由機能性、科技、環保與使用者為考量

之理性表現，晚近發展到思考地域性文化的空間再

玻璃採光蓬，創造了明亮、寬敞的都市公共空間；

而且，因室外氣候變化與日照角度之改變，中庭空

間將呈現豐富且動感的光影藝術。

德國國會大廈重建案是一件政治意味相當濃

厚的作品，在東、西德統一之後，此國會大廈的重

建有其政治上之象徵意涵，新生的德國也希望藉此

地標性的建築，表現其秉持環保與永續的理念。所

以，在本案中，福斯特事務所延續其先前所發展之

歷史建築再生的觀念，並表現其對民主政治的空間

詮釋。在獲得此競圖案後，德國國會的右派份子希

望福斯特重建舊建築的圓頂，以作為德國的重要象

徵。建築師最後在妥協之下，以半球形的透明玻璃

圓頂展現國會的新形象，結合倒立的圓錐體鏡面玻

璃，反射大量日照進入議會大廳，也使大廳內部的

氣流可以自然往上對流。穹頂內螺旋的雙坡道讓民

眾俯視議會之進行，藉此象徵民主與議會受人民監

督之機制。此外，本建築的歷史痕跡，如木頭被燒

過的痕跡、石工們所作的記號、和蘇聯的塗鴉畫等

都被保留；福斯特希望藉此保留國會大廈和柏林的

城市記憶，讓此建築成為一座活的博物館。

 
空間造形、結構美學與永續性的觀點

 在建築空間的造形發展上，福斯特早期的作

品以理性和機能整合的考量，將多種機能之空間包

含於一個大的架構中。此類型的建築造形，在外觀

上屬於極簡之幾何性構成。然而，後期之建築作品

的造形表現與結構形態上有了更大的突破──造形

語言上趨向動態、結構系統亦呈現複雜性。這種空

間形態的發展，可歸納為兩個方向：

（一）動態性或有機形態的表現：動態性的空

間 形 態 ， 實 為 福 斯 特 應 用 航 空 動 力 學

（Aerodynamic）的科學技術到建築設計，依此原理

引導氣流穿越空間，或為減低風壓而決定建物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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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之議題，以及企圖將自然界的生物造形，轉化到

建築物之造形構成與結構美學上，更深切地探討環

境永續與文化永續之課題。因此，可以說福斯特作

品的內涵已經超越了所謂「高科技」的風格，呈現

其融合人性、文化與藝術感性的整體表現企圖。如

GA雜誌的二川由夫（Yoshio Futagawa）問到福斯

特關於其作品所呈現之高科技觀點時，他回答說：

「我們使用科技，並不是因為科技本身之緣故。很

難以文字傳達設計操作之意涵；設計操作涉及很多

之價值判斷，有些你可以量化它，有些真的是相當

感性，出自內心深處的。……它不僅有關科技與效

率……」13。建築是空間的藝術，好的建築喚起人

們的記憶，並讓使用者置身其中產生愉悅的感受。

成就傑出的建築作品，須要綜合性的思維，不僅要

運用科技和技術的效率，達到環保與永續的目標，

更要深入探究地方性的文化與歷史脈絡，形塑深具

意涵的空間載體。福斯特的建築示範了一段創新的

空間發展史，其全面性的思考脈絡，給予後輩建築

師有一學習的典範；其尊重人性的空間營造藝術，

讓大眾有機會體驗建築的美學和人文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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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士再保險大樓，其外觀像極了松果的造型。（圖片提供：福斯特聯合建築事務所）　2  瑞士再保險大樓的頂樓網狀採光設計（圖片提供：福斯特聯合建築事務所）　
3  德國新國會大廈（圖片提供：福斯特聯合建築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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