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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紀涵

人在感知空間時，已經在

思考。建築師需要建構對自己身體的了解，由此

才能創造出設計的工具，並與其他人分享。因

此，需要思考『如何感知』及希望感知的事物。

我們用雙腳、耳朵、眼睛、氣味、節奏、竊竊私

語和大腦去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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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視覺化（architectural visualization）

—尤其是在數位時代—必須仰賴「圖像」作

為說服術的工具，圖像可以有效地呈現那些

本為印象、幻想的事物。……許多建築視覺

化的作品試圖彌補「幻想」與「現實」的落

差。可是，正是因為這種落差，才能讓「想

像」得以運作，它提醒我們「虛構」與「事

實」之間的差距，以及「我們所知的世界」

與「我們所希望變成的世界」之間的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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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體、空間、感覺和時間之間存在著某

種東西。我常稱之為『在場的效果』，相對於『意

義的效果』，強烈而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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