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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的空間蒙太奇---感知的困境 

The  Expression  Form  Of  Narrative  Architectural  Space  The crisis of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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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緣起與目的 

 

(ㄧ) 問題意識： 

    對於建築而言，不應只是機能的扮演而已。從建築空間中經常衍伸出許

多豐富的感覺或情緒，其間充滿了超越機能之外的需求，讓建築代為由許多

不同場景的片段組成的生活情景。這些空間片段會成為記憶的一部份，而根

植在腦部的某一處。一旦建築因機能賦予了固定形象時，建築就已喪失所有

可能，因此思考如何將個空間中誘發出新的關係性，而讓使用者產生意識的

空間。本文嘗試以蒙太奇在電影影像剪輯時發揮了讓觀者產生創造性感知的

角色，藉此對前述建築偏向純然功能實用性的提出發問，如何締造建築空間

序列成為建構感知的可能。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首先探討蒙太奇如何在電影工業作為關鍵表達，甚至歷經百年而不

墜，創造了電影的表現性，使電影成為捕捉視覺影像而賦予觀者從中建構的

工具。在這些零碎情境的片段裡，其實彼此關聯性是微薄的，許多事件無法

發生運用於真實場景。在電影裡的場景裡，剪輯方式是透過不同場景的剪接，

形成引發前後上下文聯想的意義。這種場景間的衝撞力為一種蒙太奇式的潛

在內爆力，因此這個衝撞力的點當中具有拉近集體與私密性的特色，這個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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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片段本身就存在，卻未被明確出來。將空間與空間形成有意識的界面，使

經驗者體驗之時如同體驗電影，透過電影的敘事方式獲得認知。因此本研究

運用蒙太奇對建築進行思考，探討空間的轉換。各空間有意識的動態，形成

多端場域轉換空間連結和訊息傳達的可能。 

 建築是由人在一序列空間的經驗，透過身體在序列空間的行為知覺與其它事物，

人的參與經歷了建築的完整旅途。若將這一序列空間經驗類比為電影敘事結構

的場景，觀者完整的體驗成為電影作品空間的影像。電影影像透過蒙太奇的獨

特的時間，場景，情節等的鋪陳。同時讓蒙太奇賦予觀者感知建構了每一觀者

對空間的認知。因此如何導引觀者從一場域進入另一場域，在場景經歷空間的

機能和活動內容彷彿經歷電影情節。因此蒙太奇的關鍵作用按實務理論之後， 

 本文試圖運用經典案例作品作為參考，以便具體思考在建築上的可能類比關係，

並分辨在電影轉換到建築的討論過程，將令有其它非預期的關係。 

（三）蒙太奇的分析內容： 

     對於衝擊空間轉換的處理，透過空間連續的雙生現象可以發現空間成為不

斷轉換的關係性。當兩個空間原為黑白對立關係，而進入下一組黑白時，原本

的白轉為黑，因此內外的關係被交替掉，外部轉為內部，內部再轉為相對外部，

形成蒙太奇層層相間的狀態。在這種意像式的空間處理，可使現實空間呈現舞

台式的戲劇效果，在都市產生“情境式”空間。因此蒙太奇是一種對媒介空間

的轉換處理，在現代都市裡，具有拉近時間和空間的作用。產生新的時空性 

 間接的成為不可或缺重構空間元素的界面，建築推升過程的動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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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鍵字：  

1. 之間（圖 1 : in-between）：是一種不斷連續動態狀的狀態，是兩個邊界間交

戰的過程。吸引每件事朝向它本身，而形成一種具重要而相對參照的空間4
。 

                        

2. 蒙太奇（圖 2 : Montage）：蒙太奇雖是一種操作，其根本意義在於向上的構

建，並影射三項必要條件：組成部份、目的性與基礎。5
在電影裡可以產生

演員動作和攝影機動作之外的「第三種動作」，從而影響影片的節奏和敘

事方式。
6
  

3. 雙重現象（圖 3 : Dual Phenomena）：由凡艾克提出，認為人是整體的，一

切事物同時都有正 

反兩種因素存在，不可過分強調或忽略其中某個角度。建築中的複雜與矛

盾將雙重現象解釋成「包容性」（Inclusive），強調「兼有」 (  Both-And

 ) 反對「非黑即白」（either-or）。他說：「我喜歡的是兩者兼有而非兩

者擇一，或是黑或白兼有的灰色，而不是非黑就是白的態度。」 

             

     圖 1：in-between              圖 2：montage           圖 3：Dual Phenomena  （本研

究繪製） 

 

 

                                                 
4
  the metapolis the dictionary of advanced architecture , 2003：p334 

5
  黃建宏，蒙太奇的微笑，2013 : p68 

  
6
  http://zh.wikipedia.org/wiki/蒙太奇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94%E5%93%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9D%E5%BD%B1%E6%A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82%E5%A5%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99%E4%BA%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99%E4%BA%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99%E4%B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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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太奇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回顧 : 從鏡頭到空間敘述 

    在蒙太奇的技術裡，庫烈肖夫和普多夫金方式類似，庫列肖夫的並列實驗

是將不同電影中任意或多張不同時間的影像放在一起，使觀者賦予他們自己的

情感，簡單地說就是將圖像當作是符號和文字，使觀眾瞭解其中意義。普多夫

金則認為當畫面相互組合起來時，重新組合的影像概念才具有時間性和空間性，

他深信蒙太奇能製造出現實存在的真實性，甚至超越現實而產生出新的時間與

空間結構。因此普多夫金的剪輯手法已經超越了原本將傳統線性式時間剪輯「並

列」碰撞產生的效果；主要認為藉由畫面的「疊合」，產生新的時空性。而疊合

構成的原則，則依照時間的排序，產生空間不同質感的狀態。縱觀現在的都市

建築空間，我認為少了一種對於空間的與空間聯集。而普多夫金的蒙太奇就是

要揭示現實生活中的內在聯繫，是一種思維過程。他認為劇本創作的重要性，

整個劇本分成若干部分，每個部分分成若干段落，每個段落又分成若干場景，

最後每個場景則由一系列不同角度拍攝的鏡頭構成。透過空間場景的聯繫，創

作者以鏡頭作為觀者所見新的影像，可使畫面被賦予觀看者新的定義。從上述

關鍵字即可發現，建築在空間的間隙中，持續發生新的意象，使空間序列具備

了不同的空間。把一個安靜的片段安排成序，是一種衝突，兩個元素的衝突迸

發的概念空間。 

 

(一) 蒙太奇的電影結構理論 

普多夫金
7
 

1. 結構性（structural）蒙太奇: 畫面的跳動或轉接必須要有結構，且結構必須

合情合理，合乎戲中動作的連貫要求。不是「連戲」（Continuity），是「跳

接」(Jumpcut)。（圖 4） 

如果從電影《後窗》的結構，當畫面從看見一個蘇先生出門，再跳至看見

史太太沒有追成宅配的大箱子，而鏡頭再轉移至更遠的餐廳，隨之看到寂

寞太太的用餐，也看到蘇先生從遠方回來。從上述畫面內容發現前後彼此

間切割無關聯，卻透過蒙太奇的「接」將不相關的跳接畫面組成有意義的

                                                 
  

7
 劉立行，當代電影理論與批評，2012 :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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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構成，而此種敘事結構方式在電影裡存在同時存在多條並行。成了中

的多條時間軸。 

   圖 4：結構性視點，不同時間軸同時線性進行（本研究繪製） 

      

     從電影中的整體意義建構中，鏡頭是透過男主角因傷而困在公寓裡，透過

對面窗戶一格格的窗景，偷窺窗戶間的鄰居生活，進了使用者各自的世界。而

導演在鏡頭的取景間，是依循著兇案的線索一步步鋪陳為主軸，而兇手後來進

入偷窺者家中，破壞了原來兩者窺視與被窺視的平衡之間的空間平衡，從瞬間

拉短的距離感可看出事件緊張張力。從上圖的結構中可看出這部電影在空間中

具有選擇特定影像的性質，而串連成一個有意義的敘事。當兩個空間相對向而

從一端發動行為時，發動行為的一端會在另一個空間產生更差異性的衝擊事件

特徵，從電影的空間可看出，兩個場景間必定是存在「互動」的事件，才會使

兩個空間產生連結，如兇手觀察到他殺人被偷窺，而產生了前往偷窺者家行兇

的欲望。因此也可說結構性蒙太奇含有一種空間中「相互植入」的概念，而前

後空間的後者的強度不斷勝過前者。以此推論當在建築內部取景時，我們選擇

了想看的框景而走，透過不同觀者的路徑產生差異的空間序列，建構了各自的

觀感。但前提是前方的空間具有某種吸引後方空間的共同質性。相互植入意味

合理動機感受的入侵。 

 

2. 建構性（Constructive）蒙太奇: 一場戲的整體意義，是經由一個個相關細節

的鏡頭堆砌而成。透過特寫的畫面統統並列（Juxtaposition）起來，使多個影像

共同累積而成的整體意義及情緒上的張力。在希區考克《驚魂記》裡，戲中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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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透過用不同角度鏡位，使謀殺者揮舞尖刀及女主角被殺鏡頭，畫面中的尖

刀其實沒有觸及女主角的身體，卻因各個角度與大小不同的細節鏡頭凝聚。使

敘事產生一種畫面錯置感。(圖 5)  

圖 5：建構性視點，同個時間軸不同角度 (本研究整理)  

     從電影中女主角被殺的 48 秒內鏡頭，導演從全景，中景，近景，特寫，從

不同的距離和角度拍攝，動作變化後再組裝，讓觀眾產生錯覺。以為刀子已經

插進女主角身體了，產生強烈的心裡恐懼感。此種手法在空間處理上，產生錯

位的效用，影像透過幾樣物件重複的放大或縮小，建構出影像在多端的建構的

張力，因此可說「當多個相異空間，彼此間重複上演多次行為，則可使等質的

空間畫面張力，提高為一種短時間的情緒張力」，即「瞬間爆發印象」的感知。

而空間中必定具有「鮮明特徵」如女主角和兇手的畫面，和「所屬配件」如門

簾和蓮蓬頭的畫面。透過兩種差異特質畫面衝擊影像連接。因此可以說建構性

蒙太奇空間主要是提供觀者一種「及時」卻讓人印象深刻的體悟。 

 

    透過這兩種蒙太奇的組成方式，可以發現建構性蒙太奇以同個畫面用多種

不同的鏡頭製造出不同的效果，但是組成畫面的元素皆是有相關聯的，在空間

的敘述上是屬於較豐富多元的描述，如從不同角度或高度觀看同一個空間，或

是明暗對比強烈的觀看狀態；而結構性蒙太奇畫面中彼此間的相關性不大，造

成畫面層次上的落差，應用於空間中則是以合理的時間軸，時間軸卻有可能是

同時間好幾條並行的狀態。各散落的畫面，有意圖的串接起來，使原本無意義

或毫無關聯鬆散的片段，成為邏輯性的敘事方式。建構式蒙太奇則是透過相關

聯的不同角度。兩種形式蒙太奇使空間成為一種疊合式構成，一種為線性式構

成；但線性式的構成單一圖象裡，仍然具有上述的空間處理，因此在串聯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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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上，會近似於單一各體空間自我表達強烈的現象。 

（二）蒙太奇進階創作理論 

1. 蒙太奇相關名詞彙整8  

敞義（sens obtus）：敞性（obtus）的推進，浮現思維表面，潛在架構。不具備

自身意義的符徵。 

        具有「晶體」形式，即動勢的最小單位。（p76）--------- 建築中似於觀者腦中

的感知。 

確義（obvis）：定義不確定性疊合的敞義。( p76 ) -------------------------- 建築中被

賦予意義的機能。 

畛域化：畛域化表示為在影像中各種提供認知的文化，構成「畛域化」的標定

與圖像，即某種 

象徵性的「佔領」。( p108 ) -------------------------------------------- 建築中符號的既

存認知。 

離散 : 一詞在希伯來文中指的是「散置」和「播殖」，在古希臘文中，有移民

和殖民之意，原指「在耶路撒冷之外建立殖民地」，意味著流亡移居他地的族

群。（p109）-------------------------------------------------建築的關點上，種子間也存在

主從關係，即空間的主從性。 

 圖 6 :兩空間敞義的意識交換   圖 7 :意識擴散的畛域化過程 圖 8 : 離散作用後擴散為確義（本

研究繪製）                                    

種子：之於地點的某種內部設置。（p102）----------------------- 建築的原初形態，

未經整頓的狀態。 

鏡面：兩面相向對向鏡面的外在位置。( p102) --------------------------------------- 建

築外圍的映射物質。 

                                                 

        
8
 黃建宏，蒙太奇的微笑，2013 : pp.76-109 內相關使用名詞和本研究者對針對建築衍義的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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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體：表現自鏡面過渡到種子的表現。( p102) ------------------------------------------ 建

築中的行為影象。 

鏡子或種子：都指涉視覺與知覺引發的動態，ㄧ種脫離物理身體經驗的內在動

態。晶體在這裡表示內在動態的過程。（p102） 

  

       

       

                 圖 9 : 種子鏡面晶體的聯動關係（本研究繪製） 

2. 蒙太奇內部的脈絡 

    蒙太奇最基本的狀態是透過前後畫面的衝撞，產生引伸的意義，而對於在

現實空間，代表著兩個不同機能狀態，當這些原來既定的機能被抹除，回歸原

來基本的形式，即空間更深層的敞義，當多個被分隔的空間瓦解了這種被後天

賦予的意義後，就可使空間中的敞義形成畛域化後的佔領，此時空間已經進入

一種漸漸同化的過程，形成一種擴散式的類殖民現象，而在空間中重新被排列

組合後新的確義形式，並透過邊界與空間的關係研究空間的衝撞性和動態過

程。 

3. 蒙太奇內部的空間與時間論述 

    蒙太奇在影片中的操作，普多夫金的理論可以瞭解是一種穿越時間性的動

態氛圍，透過前後氛圍強烈反差造觀者的認知衝擊，因此會產生一種現象，各

個空間共置在一起，彼此差異卻必須共同依附，因為各空間都各有其要表述的

事件。而動態的連續變化則演繹出空間序列的概念。延續空間動態，相異空間

意圖在兩個界面之間，形成交界空間變化。這兩空間互動模式，界線的更內部

涉及到蒙太奇原理中的確義與敞義的意義。之間成為第三個空間，透過兩個空

間的時間交換，形成兩邊交換意識的場所。形成一個更大且看得見的共同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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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建築而言，確義與敞義存在於原先被賦予的機能和觀者的未知與之間，而

這中間構築了潛在與實際的時間互動性，即為交換時間的結構位置。 

 

三、 研究過程與分析 

 

    從蒙太奇理論裡可發現它將完全不相關的片段有意義的串聯起來，透過此

種操作和對建築空間的連結，可發現蒙太奇的碰撞片段，類似於建築裡兩個空

間碰撞的交界。從西澤立衛Toledo museum of art 的空間結構明顯看出於許多不

同場景的結合，每個空間卻維持各自的獨立性。 

    

                圖10 : 電影場景剪接片段（本研究繪製） 

 

    圖11：Toledo museum of art

平面 

                                                                                                                                           

    透過電影剪輯的手法，衍生為空間碎化的個體連結關係，透過這個剪輯手

法是對城市間大範圍的整體破壞分解，而當個體關係被確立後，再進行小各體

    各場景中的場景衝撞片段之間，空間的敞義交換空間

散落於旁側形成意識擴散的畛域化空間，電影各場景的衝

撞鏡頭(圖10：紅色虛線框)在空間裡形成邊界交換。從離散

作用擴散使衝擊的空間形成不可或缺的位置，因此若同時

存在多個衝撞空間，則可形成整體空間時序的交換，到後

來反而成為整個空間的主體（紅虛框），而旁側的確義空

間相對弱化(藍虛框)。（圖11）最後變為由衝撞空間形成的

主體架構。 

                                                 

                                                                                                          

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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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組成，而小個體的剪輯組合原理則如同前一節所述。因此對於小範圍的

蒙太奇，此節先以建築與建築之間的關聯作探討。蒙太奇影像奠基於將空間的

圖像順序合理的排出，大範圍的蒙太奇形成開放空間，小範圍的蒙太奇應用重

新排列內部空間的狀態。而這小範圍形式又形成相異層級的關係，透過這兩種

空間的大小式的差異剪接，形成對建築蒙太奇與進階蒙太奇交錯式探討。 

 

(一) 建構文本 

    如果將文本視為一種建構創作者內在圖像的方法，文本的建構依據，是為

一種對自身感知的過程。感知指的是將對某段記憶的映像形塑的成實體的過程，

而是有實質可傳達意義給觀者，這為一種將先有的經驗符號化的過程（映像化），

譬如說，對「疼痛」的感覺，可能是來自於被砍，因此就構成了線性交錯的符

號。而這些知性片段再進一步做空間的多端連結（圖像連結），使這些符號並

不斷地形成新的全體，透過和新的物質作用後，形成具有原本意義又帶有新意

的形式，創生出新的感知以及建構世界的省思。觸動了感知，思維隨即產生對

影片的認知，形成一滾動式的電影閱讀。對於空間敘述的過程，使用者在空間

時的線性的時間中，單一鏡頭移動在空間中所錄下的空間狀態，成為一種在腦

部構成的映像，此即敞義元素。每個被存取的圖像，各有其所建構的意義，轉

化為一種與實質空間並存的一種機能敘述而成為確義。在空間轉譯的過程，即

對敞義和確義產生的衝突過程轉形的動態操作。 

(二) 第一層外與第三層內之間，第二層轉換空間建構 

    藤本壯介以空間的漸層來解讀之間，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將「之間」加以突

顯，才是建築最主要的意圖。9藤本壯介的之間關係認為兩相對之事物存在著一

重量和輕摸得模糊地帶，之間確立了兩明確事物得以在同時空內存在。之間是

空間構成上不可或缺的界面處理，得以豐富觀者的想像並啟動意義。 

 

(三) 蒙太奇鏡頭演繹空間手法整理文本建構 

 1. 線性式：單獨鏡頭連續拍攝，意圖的連貫性空間 ---------- 個別空間為有其

                                                 
9
 藤本壯介，建築誕生的時候，2012：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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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意義的使用 

 個別空間，敘述的蒙太奇（Narrative Montage）：個別鏡頭依時間的順序，以

表現一個故事，為最簡單的形式，其中較少變化和創造性。 

 疊合式：多重鏡頭同時看一處，空間複雜化 -------------------- 同一空間被重複

使用，機能變異疊合空間，表現的蒙太奇（Expressive Montage）：個別的鏡頭

排列在一起，透過兩個影像之間的衝突作用，產生一種特別，立即的效果，其

意義較為複雜。透過兩個鏡頭的對比，用第二個來說明第一個鏡頭的意旨，產

生不斷連續的對照過程。這種手法以視覺的隱喻或明喻，深入事物的核心，常

常表現出另一層更深更富哲理的意義。 

               表 1：蒙太奇時空分析表 

                

                               圖 12：疊合與線性敞義與確義類型 

    從(表 1)可看出結構性蒙太奇時間的線性式時間性（圖 12），依循單一各

體空間可表現出各空間之性格，確義則在內外之間的第二層構築後產生連貫性。

線性式敞義為單個不同空間，具有“展場”性質的開放連續狀態，線性式確義

為從疊合式敞義從多個不同視角看空間，產生出各空間的交織現象，疊合後的

確義可發現此種結構具有「向心性」。 

 

四、 蒙太奇理論應用建築敘述 

 

(一) 結構性蒙太奇：線性式空間文本案例分析  V.S.  Jewish Museum    

    從這個案例的空間性質可看出，其具有明顯的各自表述不同意義的空間，

而它具有空間單 

一屬性，如入口的空間意像，和內部的浩劫塔、流亡花園、鋪滿整個地面的展

廳「落葉」及大樓梯等此類座紀念猶太人的博物館，表達了各自的事件性。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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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中看這座建築無非帶給當地深刻的記憶和紀念意義性，特別是從內部依附

於柏林博物館形成緊密地連結，因此可以說後來的閃電型建築結構，為原來柏

林博物館相依存的必要性建築。使彼此間產生一種雙生現象。此即上述描述電

影《後窗》裡具有「相互植入」特性的案例，新建物在此具有入侵舊建物的特

質，作用於入口大廳，使觀者進入從猶太紀念館前看到的皮層，重複出現在入

口大廳，而在透過地下梯相同的符號連結，引導觀者再進入下一個場景轉換。

觀者在進入地下空間路徑選擇上為一種線性光源導引的特性，當遊走狀態被拉

至具意像的空間時，產生剎那時間點場景的衝擊轉換。從（圖 13）看出整體空

間中的三個蒙太奇的層級的關係，第一個層次為表象看到的外觀，第二個層次

為和外界相連的中空場域，第三個空間為內部量體被分割的空間，透過這三個

關係，可以驚見第二層的中空形式(圖 15)，又浮現空間頂部對外的狀態。「相

同植入」也在皮層向內與室內向外交互的場景轉換的形式。上述提到的電影《後

窗》不同線性時間，觀察者（偷窺者）的位置如同三道軸線上的交叉點，在三

軸內的觀者擁有自由選擇時間軸的自主性，而被觀察者如框景則成了底部的框

景。 

 

   1. 建構文本  

         

      

圖 13： Jewish Museum 平面   

圖 15 : 第二層中空空間 

圖 14 : 事件內在圖像感知一

種符號重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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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的在於屠殺事件，因此皮層表述敘事件具象“砍殺”意象。這個基本圖

象展示(圖 14)，在不同機能的空間呈現差異的視覺感知。這個案例本身是在敘

述猶太人被屠殺的故事，為依附於舊柏林博物館的新建物，對新與舊之間，銜

接關係透過窗作為對屠殺事件的感知，就外觀量體的意義而言，包含了非猶太

人（柏林博物館）及猶太人（猶太紀念館）之間本身的衝突，將巴洛克式入口

的屋頂，運用鋼構的柱體本身構成和新建物的分割窗戶，呈現量體圖像實體與

虛體的對立性。地下的三條通道，做為兩建物間的聯繫，此空間即更深層蒙太

奇場景碰撞的空間結構。巴洛克式的玻璃盒為將現存時空引入另一異質空間新

建物，地下空間為新與舊建物的“之間”空間，也最突顯此案例的特殊三道軸

線。圖像形成在舊建物的敞性元素，猶太博物館在量體上為相對確意狀態，而

「之間」狀態的地下空間則為內在圖像立體化的構成。用光的形式將圖形構成。

此空間的創生性為鏡頭Ｃ的空間，即地下走道的場域。 

 

2. 第一層外與第三層內之間，第二層轉換空間建構  

    從巴洛克建築的玻璃量體入口，大範圍的劃分出兩棟建築的三個層級，從

量體入口至新建物的過程，為開放敞義進入新建量體的確義過程（圖 16-1，圖

16-3），兩量體透過砍殺符號產生聯繫（圖 16-4，圖 16-1-1），空間中的雙生結

構存在於量體本身形式表達的差異。而連結兩量體的差異為其地下空間構成的

之間的二層（圖 16-2），到了交點（圖 16-5）時間開始分歧成兩段，猶太人可

直接進入流亡花園逃離（圖 16-6），或是無法逃離卻必須進入浩劫塔（圖 16-7），

中間點的空間拉扯，即行為上的晶體動勢，最後實際仍是必須面對被屠殺的命

運（圖 16-8）（確義狀態）簡言之此地下結構即是透過三個確義空間拉扯觀看

者的選擇的歷史時間軸。 

線性空間在這個案例敘事架構中呈現集體潛意識架構的模式，依循歷史故事的

脈絡建構空間，使其原型建構於對外圍環境的軸線及紋理。其外與內的形式切

分關係使內部關係呈現鏡射狀態存在於外殻上，外型主要闡述內部敘事的即時

印象性皮層，為第一層對電影的認知。到了第二層的空間轉而成為單一敘述空

間，空間個體故事機能的獨立顯示，類比於電影結構中如個個框景的線性敘事

橋段。可以發現這些具衝擊性的第二層空間反而是這座建築中的主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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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6：疊合空間的解構形式 （本研究繪製整理） 

(1) 確義空間：a. 主階梯  b. 浩劫塔  c.花園 (圖 16-2-3) 。在三個確義狀態的

空間，線性軸線給予空間選擇性，因此在走道結點為敞義的狀態，賦予行

進者自由選擇的狀態。 

(2) 敞義空間：確義之“相對”路徑，（圖 16-2-1）有可被選擇的狀態。在此紅

藍綠空間表述敞義種子對向的鏡面，因尚未選擇。而鏡面交叉的晶體過程(圖

16-2-2)通往確義空間。  

(3) 畛域化空間：a. Axis of Continuity  b. Axis of Holocaust  c. Garden of Exile。中

間三角形交叉的“交點”(圖 16-2)，為畛域化空間，三個結點兩側的時間點

各不相同，在這個位置看來，畛域化空間具有的佔領特質。 

 (4) 空間敘述： 

 a. 入口 : 從巴洛克建築進入博物館，兩者透過空間性質的差異，使建築入口

處產生產生第一  

   層蒙太奇。在舊建物處為原生的種子，內部的透明屋頂及柱子為其和新建物

畛域化的空間 

   和新建物指涉的鏡面空間。 

b. 地下室路徑：到了地下，分為三條路徑，在進入第一條主階梯的軸線上，

和第二條通往花園的軸線，形成之間的場域。再向第二條軸線行進到了第三條

軸線的交叉點，構成第二個之間的場域，第三個之間場成為第一和第三軸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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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點。晶體空間在地下平面上，為其線性空間。透過空間的角度，使通往兩地

的空間呈現狀似平行的狀態。 

c. 浩劫塔：在敞義空間的選擇下，透過地下光線的指引，到浩劫塔內部，頓

時全黑的內部空間只剩從上方裂縫流洩出的光線。  

 d. 花園：植物種在 49 根柱子上，為確義的元素，下方循環的傾斜路徑使人觸

及不到上方的植  

 物。在柱間的迷宮則呈現空間敞義的狀態。 

 e. 主階梯：從地下室至主階梯，由極度黑暗的走道（敞義）未明確至明亮空

間階梯（確義）。 

 

3. 線性式空間影像鏡頭至蒙太奇理論 

    此空間的建構性蒙太奇，由各獨立空間的細部堆疊出來，各空間皆隱含有

內在圖像的重覆性出現，從入口的符號導引至地下內部，直到主階梯上方的斜

撐，皆刻化猶太被砍殺的意象。到了上方樓層，時間轉換為現代，砍殺圖像轉

化為記憶中的一部分，成為各種現代式的圖書館，雕刻、電影、時尚部門等空

間中的符號。從此案中者發現，鏡頭是連貫式的進行，直到地下三道軸線仍為

線性是的紀錄，帶往不同的歷程，通往死亡、通往流亡、或通往起點。 

  

      (二) 建構性蒙太奇：疊合式空間文本案例分析 V.S. Barcelona Pavilion 

    由於 Barcelona Pavilion 本身就是個提供路途中參觀者理想的休憩場所，因

此在劃分空間時，形成寬窄不一又相互聯結的空間，為了達到順利引導客流的

目的。而從上述之疊合式形態，可發現此空間具有多空間的向心式的敞義疊合

結構，在內部的觀者從多面不同角度視線，空間形成被切分的狀態，產生了在

內部反射和穿透影像的連續效果。這些乍看之下，彼此之間弱的空間主從關係，

因本身空間性質為展覽館，卻是在一個中間的過渡地帶，正是缺乏了都市中具

有展示又兼有都市中從暫時性的停留性狀態，分析此案例具有了解捕捉都市中

建築缺乏的媒介空間形式。從它與周圍環境的互動形式中，分析出蒙太奇動態

原理。而在此案例中，蒙太奇衝撞的空間不在真實的三度空間裡，而是在劃分

邊界的牆板隔層為其主要產生衝擊的界面，即（圖 17）第二層。在電影《驚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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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裡，女主角被殺的強烈意像，對於此案例而言則是瞬間的「穿透感卻無法

忽視」的狀態，引述上述電影分析需具有兩個不同物質的對比營造出的瞬間性，

即「特徵鮮明」的大理石牆板，和「所屬配件」的玻璃，兩樣交織出來的畫面

即時性，因此空間雖然是穿透的，卻給予人強烈的空間印象。透過這玻璃和牆

主要元素的構成，形成觀者一種視覺錯置的效果，並因空間開放的因素，從每

個角度進入的觀者皆會形成不同的轉接的空間序列。 

 

1. 建構文本 

 圖 17：Barcelona Pavilion 平面 

    透過 Barcelona Pavilion 結構空間為例，會發現在其建築群的各小單位，在

用疊合的文本構成後，在之間為第二層形成影像場的構成。影像場將小空間劃

分開來，劃分出兩面的雙生結構。因此，界面也可說是一種呈現空間中“鏡面”

的物質。界面提供再現行動，舞台建構在空間和空間劃分的邊界，此結構說明

了邊界分割空間產生的影像。第二層影像以螢幕方式呈現，分割空間卻又連結

共存的第二層影像為此案例的中介特質。依循建築的分割模式，可將建築量體

劃分為三個層級，而探討第二層級的影像性，則為構成空間的連續性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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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空間動線順序 (本研究整理繪製) 

      圖 18：──── 建築的實心牆的第二層界面： 

── 1.第一道牆分割廣場和後方走道，分割空間的寬與窄，明與暗的二元特

性。 

      （圖 18-1）牆面和落柱夾縫產生影像上的畛域化現象（圖 18-2） 

── 2.第二道黑面大理石為確義入口的界線，透過 C 面玻璃將確義界面映射，

使交會 

       的實心第一層與第三層之間呈現晶體動勢的影像疊合。(圖 18-3) 

── 3.第三道大理石牆分割，座椅區和後方半分空間的走道，分割狹窄動態與

寬敞靜 

       態的二元性。(圖 18-4) 

── 4.第四道牆包圍室外空間池塘，作用為從內部看出窗戶外的背景用，二元

性質在  

       於空間縱向的第一層穿透性與第三層實心性(圖 18-5)；第二層的晶體動

勢，為該 

       空間中的畛域化過程，將景物映射入玻璃疊合。(圖 18-6) 

 

圖 17 : ─── 玻璃第二層界面： 

──A.第Ａ道分割盒體外屋檐下方的陰影處和內部過渡地帶。(圖 18-8)在整體空

間構成 

      為分割為外與內等分的主要二元界面。 

──B.第Ｂ道主要分割目的為形成最後確義空間置放雕像的畛域化過程(圖

18-9)，另一 

      面則為和瑪瑙岩輝映的空間疊合。(圖 18-10) 

──C.第Ｃ道疊合室內兩片大理石牆，面幾各佔玻璃一半，第一道為黑色大理

石牆，第 

      二道為後方紅色瑪瑙岩，兩塊石牆構成玻璃畫面疊合的界線，Ｂ面玻璃

再將環境  

      綠意疊合至 C 面玻璃。(圖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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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一層外與第三層內之間，第二層轉換空間建構 

 

 
 圖 19：晶體影像之間路徑 （本研究繪製）  

（1）畛域化的空間行為：具有相對性異質空間佔領的狀態，將實心映至虛體佔

據畛域化空間的                                     

     影像，介於點與點之間的鏡面影像，可以發現這部分的連續動態是分割的

（圖 19），透過 

       跳接的手法，這些影像分開而獨立而跳接的部分有垂直相互疊合，使空間

透過水平和垂 

       直產生連續空間的疊合。此即蒙太奇的影像連續衝撞空間部分。(圖 19-1、

19-2 至 19-3 的演 

       進) 

   （2）空間之間構成區域：1.入口與廣場 2.廣場與屋檐 3.內部入口通道與座椅

區 4.通道區與長 

        廊（圖 19-4 至 19-5 的演進），此案例的衝撞空間為「點」式的狀態，透

過這些點形成和。 

        第二層建構連結的空間結構。 

 

2. 疊合式空間影像鏡頭至蒙太奇理論  

    電影結構性蒙太奇空間跳接，疊合空間的跳接之間畫面，彼此不連慣且無

影像間的相關性，透過影像間的穿透性，使彼此之間產生離散的連貫的效應。

如空間中的大理石牆，和 4 道實牆立面向呈現雙向的 AB 鏡頭構成，A 面的呈

像的是立面的映像開放，Ｂ面的呈像是內部使用上和機能隔層。透過Ａ與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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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碰撞的Ｃ面的呈像使在長向空間置入了垂直的玻璃界面，使空間產生了解構

上延展的效果（圖 20），因此空間延展的效果在和大理石垂直面的玻璃構成異

空間。 

    

 

   圖 20 : Barcelona Pavilion 

透視圖  

 

 

圖 21：疊合空間的解構形式：為圖

19-3 的水平疊合空間（本研究繪製） 

     

    空間上的「分延」，自身是一個複雜的網路，由不同的意義線、力量線構

成的，本身可容忍異質性的。分延表達不具任何具體的意義，表示為一個不定

的狀態。不具有存在性，它不在場，但也可以指向一切不是存在的東西，因而

可以指向一切東西，沒有本質。不是任何東西的源頭，只是某種過程的參與。
10

從這個案例可以明顯看出，對於空間邊界的形式已處理至極致，在異質性空間

中形成一種虛構影像，如（圖 20-1、20-3、20-4）等空間為沒有本質性的構成，

偏向於過程的一種印像影像不定性的參與，(圖 20-2)空間為具有實質意義的參

與機能。其延著兩個差異方向展開，表明任何符號只是區分和延擱的雙重運動。

                                                 
10
 楊大春，解構主義，1997 : p34 

  圖 21：疊合式鏡頭間的解構原理：從畫面可以看出，四個各空間的單一 

  鏡頭，透過鏡面空間後，又用第二個鏡頭，再將空間延展性釋出，再向上 

  推升至底部。因此空間的確義為經過敞義及畛域化後可被感知的存在，過 

  程中。此類空間作用在於針對空間進行解構上的「分延」。 

  圖 21-1 : 異質性空間為玻璃映射入的西班牙村落 

  圖 21-2 : 異質性空間指向瑪瑙岩前的休憩空間 

  圖 21-3 : 異質性空間將垂直黑面大理石映射入玻璃 

  圖 21-4 : 異質性空間在此池塘和玻璃輝映的狀態 

    從內部空間看來，三面大理石面為皆做為確義「入口」的一

道鏡面，開放使用上的敞義，使人在行進間的晶體動勢和鏡面呈

現影像上交互映射現象。而當過了鏡面後，透明玻璃延續晶體動

勢的過程，使行為變為和玻璃面垂直的形式。此種結構類似於分

延上的離散的概念，從（圖 19-3）可看出水平的疊合空間具有垂直

的離散性質，因此離散部分具有影像疊合的穿透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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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表明了空間的距離延擱則表示時間上的延誤。
11
 由此可發現上述四個空間

的構成，經過垂直方向的區分，使 C 鏡頭撞擊 B 鏡頭。產生視覺上的「異質性」

構成。空間透過直角的交角，直線的方向是影像一種畛域化的過程，而垂直的

過程即空間的離散狀態。從此平面結構可得出一個結論，當單線式的視覺抵達

了中間點，前半段為一種過程的參與，直到後半段透過界線或物件的區劃，得

以使中間的界線被明確，對於這些「路徑」而言，其實空間多呈現雙向的空間

本質。 

 

五、 結論 

    從電影的蒙太奇手法，將單一建築剖析的過程，可發現任何原先未變的場

景，透過場景畫面間的衝擊，形成空間「轉換」的機制。即精確的抓出建築彼

此之間的第二層建構，透過彼此之間的第二層建構連結成一體的架構，從

Barcelona Pavilion 案例可明顯看出此種特性，成為足以取代原來機能的構築。

RemKoolhaas 說：「當建築超越了某種尺度，它的規模就會變得非常巨大，而

中央和周邊，或說核心和皮層之間的距離，也會遼闊到再也無法期盼建築外部

能準確透露出建築內部的訊息。」也就是期盼建築能彰顯某種內部性格，內外

之間能具有某種人文關係的傳統，已告破滅。內外變成兩個完全獨立分離的計

劃，各自進行，沒有明顯的關係。」12
。第二層物質的連結性為無法被單一化的

混沌晶體動態狀態，不具備特定功能或意義，是構成敞義狀態和確義狀態的圖

形與知覺場，這構成空間成中各個機能空間彼此依附卻又獨立存在的原則。因

此是否可以在都市中的建築群體中建構出此種瞬間性印象深刻的場景？若每個

建築空間皆有一個可以令其轉換的地帶，使原本緊縮的空間場域，製造出新的

環境場和都市空間連結，一旦此種情境式空間被創造出來，使彼此間建構新的

內外的關係性，疏導出建築的隱性空間，提供都市裡一個介於使用者與漫遊者

的媒介點。對於建築本身自由度的議題和涉及隱秘性的論點，正如黑格爾說的：

自身（建築本身）均是無限，是純粹的同一性，同一性其次擇是把自己同自己

                                                 
11
 楊大春，解構主義，1997 : p34 

12
 Rem Koohaas，Rem Koolhaas 危險的建築，2010 :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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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開，作為自己的另一個東西，作為相對立的「向自有」和「內自有」。向

自有即對外而內自有即對內，因此集體性與私密性透過衝撞的空間達成平衡。

從敞義和確義及畛域化的空間分析形式，將自身的機能性釋出，達成機能之外

的重新定義，可建構在建築之內，建築與建築，或建築與都市的新關係。而這

些相互的連結點再形成新的領域關係。對於建築本體的敞義性釋出，表達出被

重新定位過後的空間狀態，透過和第二層的交織的轉換，成為建築真正的確義

狀態，提供空間本質上不論是使用者或是旁觀者一種省思的使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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