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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本文所探索的思考脈絡是具有創造性的，是思考等於塑造，藉空間形式而有所轉化。 並非直接討論作品進入

場域後所產生的影響，而是一種從思維建立後衍生出來的空間創造性思維， 邁向氛圍塑造和整體性。創造性思維分三部份

。一：Bartlett School的三篇論文，討論空間的閱 讀狀況和空間經由閱讀態度的不同所生產出來的特殊脈絡。二：Lars

Lerup對於空間的批判，依著 使用者狀況而變更思考空間語言的方式。三：Gordon Matta Clark的都市行動辯論，藉由空間

雕塑 創造空間體驗，同時對都市空間提出批判。 第二部份談的是擴張。擴張簡易的解釋是：一株植物於所能生長的環境

，紮根後重構氛圍，看似蔓 延擴張，同時內在是在進行一種重構環境，創造與測試它本身有可能的生長方式。擴張的檢視

分成 四個尺度，一：藝術尺度，以Duchamp現成物的觀念轉換及Beuys藉由物體的本質邁向神聖性。 二：地景藝術尺度

，Christo對都市地景的轉化，Site的消費文化生產。三：建築構造尺度， 蛇行藝廊對構造尺度的思維和自我文化的成型。

四：都市尺度，消費概念的整合和鏈結。 最後結論是檢驗生活當中真實發生的空間思考方式與形式，以及一些未來設計思

考的展望。 關鍵字：思考等於塑造，擴張，重構

關鍵詞 : 思考等於塑造，擴張，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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