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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海大學為源起於 1865 年以來貢獻於高等教育的

教會學校，決定立校於台中後，1953 年歷經公開

比圖，幾番波折，最後由華裔建築師貝聿銘（I. M. 

Pei），與陳其寬及張肇康建築師合作， 將 Thomas 

Jefferson 根據他的「學術村」教育理念所規劃的維吉

尼亞大學校園之精華發揚光大。東海大學的校園規劃

及建築群，從此激發了台灣建築專業的發展。

留白、聚焦、暗示或強勢主導

東海大學的校園設計與地形環境充分融合，同時

保有凸顯現代建築特性的軸線要素。在中軸兩端，一

側為鐘塔，另一端即是路思義教堂。

路思義教堂是一座位於校園中心的基督教禮拜堂，

也是校園的地標，主要為紀念美籍亨利 • 溫特斯 •

路思義宣教士（Mr. Henry W. Luce）而建造。西接教

學區，東接宿舍區，教學區不從俗的以林蔭大道為主

軸，串接合院式的各學院，將校舍蘊含於綠意中，形

塑出豐厚人文氣息。教堂則位在軸線的轉折點，略微

偏移文理大道中軸，四周空曠，配置上位居主導又顯

謙遜。

由於地勢東南低丶西北高，沿斜坡步道爬升到位

於高處的教堂，需要微微屈膝彎腰，像是崇敬的過程，

營造出虔誠的心情。山谷來的風，被教堂曲面的溫柔

所化解，順著外牆牽引，朝向上坡的文理大道吹拂。

草地上色彩繽紛的人影，在黃澄澄的背景前或跑或躺，

歷久彌新的建築經典

文／圖 陳嘉芸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

總是好看；因為造型向上內傾，大大減少背光面，使得

各個面向都是主角。教堂的曲面如浪般波動，盡情朝上

伸展，堆起高潮，最後在天空劃下十字；推升到最高點

的十字架，在藍天之下，顯得極為神聖！

教堂入口面向東南，日出光線由大門所在落地玻璃

投射進來，太陽角度拉高時，光線改從側面縫隙滲入；

進入室內，視線會自然的順著光線的暗示，沿屋面曲線

上升至屋脊天窗。而隱喻基督教精神的十字窗，在中軸

上為黑色窗櫺及墨色玻璃，視覺延伸出去，使空間與自

然融為一體。側軸則於內部窗框漆上黃色，光線在灰階

的清水混凝土上反射出黃光，讓講台處顯得溫暖親切。

傳統功能下突破形式的創意

傳統教堂多是十字型平面，具有玻璃花窗、彩繪的

穹隆、側面高窗、朝天拔尖的山牆，承平興盛的時代還

會有精美石雕裝飾，是各國歷史、文化和藝術的縮影，

每每讓人讚歎其精緻美麗，不絕於口。這種類型是以具

象的語言及形式，與在天上的神對話。

路思義教堂設計原本採有磚石拱頂的教堂形式，但

在考量抵抗颱風及地震等耐候條件後，決定突破制式，

採用形態上像三角錐的造型，以便像金字塔般的基盤穩

固，而簡化後的建築語彙，也像東方的雙手合十。單片

板四緣兩側為直線、兩側為弧線，坐落在不對稱的菱形

平面，自基座像帳棚般向上內縮，收斂於直線正交的頂

部結構。整體造型除了結構穩定，也有美學表述，嘗試

仰望蒼穹，輕觸草地，空氣在天與地間盈滿如

溫柔的懷抱。

精巧內斂的教堂，在廣闊的基地中，如同遺世

獨立的聖地，為人們洗滌塵囂丶沈靜心靈！

不論是詮釋中華文化的現代建築經典之作，或

作為雕塑藝術，成為幸福生活照的背景，

那安靜的丶熱鬧的、豔陽下的丶風雨中的路思

義教堂，莊重矗立如時間靜止般永恆。

既使沒有華麗精美的裝飾，經典依舊動人。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是永恆矗立的現代建築經典。

大學主修建築，研究所到倫敦攻讀都市設計後，取得營建管理碩士學位。

左右腦同時構思設計與管理，兼顧執業及教學。

將熱情與活力貫注在生活與專業，追求事事完善的建築師。相信美好的建築

能撫慰人心，都市空間的價值在於公眾共享。

考選部建築師考試審議委員會委員，十匯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曾任國立台

北科大、成功大學、聯合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

陳嘉芸
〈本期專欄輪值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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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與過往追求形式的設計大相逕庭。

這是台灣建築歷史上第一次以鋼筋混凝土構築雙

曲面薄殼結構，強化薄殼的格子梁在內部空間顯得特

別新穎。肋條清晰表達結構應力方向，愈向下方就愈

粗壯，以避免挫曲；但因為曲面的關係，每一列肋條

不盡相同，網格既是結構也是藝術，透過繁複的鷹架

及模板工程，逐層搗灌完成。頂部七處繫梁只是輕輕

的碰在一起，創造一線天般的神聖光線。這樣的結構

設計及混凝土構造，在當時可說是先進的工程技術，

施工極富挑戰。肋條在邊緣削切 45 度角以防止崩裂，

清水混凝土在拆模後未加塗飾，直接呈現建材溫潤的

本質。而匠師們手工打造的模板，可以精準控制優美

的弧線，既使在技術精進的現在，仍令人萬分敬佩。

外牆面磚的設計採菱形而非矩形，斜貼的方式與

室內斜向交織的結構網格，互為呼應，貫徹原本的設

計邏輯，也讓雨水直接導流洩落於牆底脫縫的邊溝，

不必擔心滯留於水平溝縫。一說以傳統金黃色乳丁琉

璃瓦，可在現代建築上提點一絲傳統中國建築興味，

或說為窯燒預防龜裂的實用考慮，或僅是增加面磚裝

飾性，跳格鋪貼的乳丁琉璃瓦，在立面上形成淡淡的、

有秩序的水平點線。隨著時間與氣候的變化，在物換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

位置：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落成時間：1963 年 11 月

設計者：建築師貝聿銘、陳其寬，結構工程師鳳後三

建築特色：現代主義建築風格，溫柔豐厚的光之

容器，融合結構美學的建築

以弧面的大屋頂與鋼筋混凝土結構，磨合中國風格與現

代主義建築。

為了純粹的創造空間形式，考慮採光及明確表現結

構，讓構成空間的四片曲牆完全分離。牆體由底部懸臂

拔地而起，成對的牆於頂部相連，模糊了牆與屋頂的界

限。後側內部講台位置的一對牆，略高於前側座席，外

觀足以表彰其重要性。看似獨立的曲牆實體，形態虛以

狹縫天窗連結，實則由灌鑄成領結狀的短梁與最高處的

邊梁穩固連繫。

葉脈般的窗欞，也是一絕，貫徹「少即是多」、材

料結合力學的設計理念。水平構件在受力最大的中央，

肋板最深；受力最小的兩側，肋板最淺，與雙曲薄 外

牆要凸顯輕薄，以格子梁支撐薄板，有異曲同工之妙。

結構、空間與細節的唱和

由於在 1960 年代混凝土材料技術尚未純熟，建築

師們積極嘗試應用方式，除挑戰固有建築傳統思維，亦

藉以創新構思新時代的建築美學，趨勢上建築設計逐漸

向大自然開放。這個時代的建築師不只要研究解決實用

功能的需求，也要考慮經濟問題，進而強調負擔社會責

星移的光線下，立面時而變換深淺顏色，讓教堂像是跟

著大地脈動呼吸的有機體。

心靈的休息站

傳統教堂的建築細節，主要表達出天國與人間兩個

世界的對立。現代建築則隨著社會的演進，設計教堂時

期待創造一個寂靜的地方，能夠祈禱、感覺平靜，並感

受內心的喜悅。

走進路思義教堂，瞬間就會被這內部空間呈現的乾

淨氣質所俘虜。某些角度讓人感覺像在洞穴中，有些角

度則令人目眩神迷，隨著觀點變化，形成豐富多樣的意

涵。光線從天窗傾瀉而下，從側壁流洩進來，與銀灰色

的清水混凝土壁體輝映；交叉華美的曲面肋板，那不凡

的工藝水準，令人不禁讚歎建築之美。當天光投射在佈

道講台，最終會落在中央實木牆上的十字架上，是最明

亮的部分。

在這樣的神聖氛圍下，是否有基督教信仰已無關

係；空間中美妙的樂聲、祝福的語言與溫柔的光線，會

將澎湃的情緒安靜下來，讓心境歸於平靜愉快。想像巴

哈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迴響其中，在空氣的震動下，

身心靈合一，將是無比美妙的體驗。室內裝飾相當樸

素，樓板及五百個座席皆用木製，增加堂內溫暖氣氛。

光線在室內被收束的開窗、被曲面肋板過濾之後，造

就了層次豐富的空間感，彷彿透過建築就可以觸摸到

天堂。

造型熱鬧萬分的房子，可能令人覺得平板無趣；

而好的建築有理性的思考，也讓人有觸動靈性的體會。

唯有與人的經驗呼應，建築，才有深層的意義。

在許多建築評論中，路思義教堂可說是現代主義

時代中國的新建築代表，也是中國文化與西方相遇激

盪出的最佳作品。不論欣喜或煩憂的心情，都可以在

這裡找到安身立命的「家」，千萬個人生故事在其間

起落，終究歸於平靜。

路思義教堂無疑是尋找啟發、釋放情緒的好所在；

就算沒有宗教信仰，也可以觸動心靈。現場的觀察，

絕對比文字敘述更能讓人體會深刻，就像人與人的溝

通一樣，常是無聲勝有聲。既使照片讓人驚豔，仍無

法表達這座小小精神聖殿的無限張力。請務必親臨現

場，體驗深度感動！ 

1. 教堂屋頂採三角錐式造型，猶如東方的雙手合十。

2. 當天光投射在佈道講台，最終會落在中央牆面的十字架上。

走進教堂，剛開始像走入洞穴，隨著光線從天窗傾瀉而下，照亮交叉華美的曲面肋板，不禁令人讚歎其工藝與建築之美。

〈名詞小辭典〉

現代主義建築：將一種簡約、沒有裝飾的建築風格，與工業時代的條

件特點相適應，包括當時新的社會經濟條件。強調

功能性和理性，積極嘗試新材料促進建築技術革新，

採用幾何外型達成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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