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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築與空間原論 

 

一、前言 

環境(Environment)影響建築計畫與空間設計，往昔建築師(室內設計師)作設計首

重機能的探討，我們稱這種設計形態為「設計一元論」，亦即由內而外作設計(From inside 

out)，如今由於環境的急速變化，而建築在於改善人們的居住環境、表現功利與美的需

求，是故今日人們的設計觀念改為由外而內(From outside in)，亦即作計畫之前先考

慮環境因素對此設計的影響。換句話說：今日有些建築師對於該設計周遭環境所感到的

興趣遠勝於設計本身。 

環境的範疇很廣，如今所探討的僅侷限於物理環境的自身問題，諸如地理、地質與

氣候因素，這些因素均因空間而異，地質因地而異，在今日的結構技術下應可克服它，

惟日照、風向、雨量之地理與氣候因素，影響設計的規劃、定向、空間佈局與造型表現

甚鉅，是故吾人在研究建築計畫各項論述之前，應先瞭解這些物理因素對設計的影響。 

 

二、日照與建築之關係 

太陽之輻射光線中含有紫外線，具有殺菌之作用。它的「能」可以使水及二氧化碳

製成碳水化合物，作為植物之營養，此種作用吾人稱之為光合作用，並能提供大地之採

光與供給動植物所需的熱能。 

由於緯度之不同，使地球之各地所獲得的日照、熱能也不同，因而有熱帶、溫帶與

寒帶之別。是故氣候對建築的影響是深遠的，甚至是民族的進步與退化跟氣候也有看密

切關係。如熱帶民族資源豐富，求生容易，但缺乏奮鬥與進取心。反觀寒帶民族因受到

氣候的壓迫，資源難得，謀生不易，造就刻苦奮發之精神，文化得以進步，種族得以繁

衍。 

反應於建築上之差異為： 

1. 平面：熱帶建築較為開敞(Open)、通風處附設有庭院或天井；寒帶則較為閉合

(Closed)，因受風雪的緣故。 

2. 保護單元：熱帶建築屋頂斜度較緩、外牆較薄、具豐富色調；寒帶建築則反之。 

3. 流通單元：熱帶建築為避免熱氣侵襲，開窗較小且注意風向流動；寒帶建築則欲採

取光及熱，開窗較大且注意風向阻擋。 

4. 裝飾單元：熱帶建築線腳少用；寒帶建築線腳則多用以護光。 

在熱帶地域中太陽方向與日照時間終年差異小，愈近赤道之地域，差異愈少。對建

築的設計與計畫應考慮下列諸因素： 

1. 宜減低室內之溫度，故牆應增厚而開口小。 

2. 開口部應設置保護(遮陽)單元。 

3. 對建築造型、通風與私密性必須與日照配合。 

在溫帶地域中，一年四季溫差大，此時設計應慎重的考慮，如何地在冬天儘量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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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熱能，在夏天則儘量排除太陽能。 

上文提到日照兼具殺菌、維生、照明、傳熱諸項功能。若房子之居室終年不能獲得

日照，則對人類的健康是有損害的，是故吾人作計畫時應妥善的運用日照，而使房子獲

得最佳的定向。 

 

三、日照與建築設計的處理 

建築物依其機能的不同，有些終日不需陽光，有的在早晨則需要有陽光照射，例如

醫院的病房設計，極需有早晨的陽光直接照射，而工廠設計，則應避免直射光，故有天

窗的開啟。依據方位來看，東向僅有早晨的陽光，西向則接受下午的強烈光線，南方向

可獲得最多量之陽光，西南向則獲得最多的熱量，而北向僅在夏天的下午獲得直射光。

由此可知作設計時應多考慮建築之內涵與機能，才能決定它的方位，尤其於住宅區之規

劃更應考慮此間題，據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規定，住宅至少應有一居室之窗可直

接獲得日照。 

(一)日照對熱帶與溫帶建築設計的影響 

熱帶地域廣大，約自赤道向兩極擴展 23∘27'，在此區域中，終年太陽的方向

與照射的時間沒有太大的差異，尤以距赤道愈近的緯度，差異愈少。在此區域中，

作建築計畫與設計時，應儘量消除由光產生的熱效應，其應注意事項如下： 

1. 減少眩目，避免眼睛的緊張和疲勞。 

2. 降低室內溫度。 

3. 開口部份應有防光設備。 

4. 室內照度宜適當。 

5. 室內通風應良好。 

6. 建築物應具有私密性。 

以上諸項問題，除建築物之方位宜審慎考慮外；窗戶之遮陽設備亦應一併考量。其

次論到日照對溫帶建築計畫：溫帶氣候暖和，最適合人類居住。吾人在此地區之設計，

應考慮如何避免夏季之日射及吸收冬季之陽光熱能，是故對大陽之方位應深入瞭解，才

能符合設計之所需。 

(二)日照與門窗開口設計 

窗戶的位置、配置及其開口之大小，左右室內之受照量。設計時應依該室的性

質及要求量而定，並考慮陽光投射室內所發生的各種情形。 

為適應各居室日照量的需求，除應考慮建築物之方位外，並講求日照調節亦即

日照量之控制(Solar control)，此即關係到門窗開口之設計，如今普遍採用的方

式為遮陽板的設計以遮擋日照及日射，多用於低緯度之熱帶建築，中國南方亦多有

採用。 

在夏季，若日射透過開口，則使室溫增高，即使裝設冷氣設備，亦使冷房負荷

增大。是故建築上之開口乃吾人作設計所應研究的課題。 

通常於建築開口部位所應用之日照調節裝置，大致可分為活動及固定兩大類，



【室內空間計畫】課程講義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陳信安 

 3  

其中又可分為水平型、垂直型、格柵型。而此三項裝置均是遮陽控制，其圖說如下

所示。 

 

我們作設計時應瞭解所有的雨庇遮陽是為效用而考慮，若完全以美觀作為取捨

之依據，那麼這些雨庇遮陽之處理，在效用上往往會遭遇到失敗。 

 

四、定向 

上文論及日照對建築計畫之影響，有關採光、傳熱、顏色、空氣與音響在建築物理

已詳細討論之，如今在建築計畫上應考慮的是建築物之方位問題，因它影響了通風、採

光、日照的關係。 

房屋的定向在於確定與環境之關係，房屋之位置須對現場、基地、太陽與通風作適

當的定向。 

(一)陽光定向 

一幢房屋的定向須能對陽光作最大之管制與利用，由於逐漸使用大塊玻璃面積，使

陽光定向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在北半球房屋之南側與西側較東側與北側暖和。北側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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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保持陰影故為較冷之一側，而南側於冬天則暴露於陽光之下較為暖和。 

理想的定向是在冬天吸取較多的太陽熱量，在夏天則儘量排除太陽熱。太陽之角度

在冬夏有所不同，因此屋簷的設計應使其角度與長度，在夏天能阻擋陽光之射入；在冬

天則允許陽光之通過。 

房間之位置，尚須具有充足的陽光的居室，如廚房應考慮上午陽光之透入，而起居

室應有下午陽光，是故廚房與餐室應設於房屋之東側或兩側較佳，起居室則設於南側或

西側，以便接受下午之陽光，而睡眠區可設於陽光較缺乏之側。 

(二)風向 

在某些地區風力可能影響於戶外生活，應儘可能地保留大樹，因樹木為擋風及導風

之好材料，並為一種天然之遮陽設備。 

(三)基地 

基地的大小影響房屋位置選擇之彈住，法規限制了房屋設於基地的位置，基地依其

功能分為三區，即｢私密區｣、｢公共區｣與｢服務區｣。私密區包括房屋及戶外活動之生活

空間。公共區為自街道觀看的區域(一般屬於前庭)，該區提供停車空間與主要出入口。

服務區則設置於靠廚房之室外空間，它提供了種種戶外服務性的設施。 

(四)房屋與基地之關係 

在現代建築中，蘇利文(Sullivan)曾指出「型隨機能而生」，並說：「吾人之建築在

反映時代的機能，應視同明鏡」，此一構想，在今天為甚多建築師所宗法。 

由於機能主義的觀念，促成了對設計的簡化，作極度之運用，簡化與功利主義的建

築師相輔相成，而看出其表達的自由，空間運用的自由，及設計中結構運用的自由為其

特徵。 

柯比意(Le-Corbusier)認為吾人不需再與自然作對，而應與自然相結合，又說：建

築形態是幾何學的精神，是近代的感情，他對設計建議了五要點：(1)底層自由立柱；

(2)長窗、骨骼與壁體分離；(3)自由平面形成；(4)自由外部設計；(5)屋頂花園。最後

他在臨終時曾說：『我宣告每個人都有權處身於太陽、空間、綠地之中，並設法使大家

擁有一個有效率的交通系統，生態是建築與計劃中一個偉大的新詞』。 

關係(Relationship)是指建築物內各空間與空間之關係及建築物與環境之關係，如

今已成為建築計劃中不可或缺的一項優良準則。 

是故沙里南(Euro Sarinen)對於關係的重要性作了更進一步的說明：「於設計一個

事物時，須使其適應一個較大之容積，如盤子應配合桌子，桌子配合房間，房間配合住

宅，而住宅應配合其鄰里單位，鄰里單位應配合一座城市，故他的設計範圍從家具以至

於房屋之設計及基地之關係，均詳細加以探討及考慮。 

為欲使環境能與設計揉合，在作設計時應深入瞭解房屋與基地的關係。一處基地可

能為山丘、高低不平者或平坦之地，不論其情況如何，應使房屋與現地配合，不能使它

成為現地的附屬物。所以一棟房屋可能僅適於一個基地上，若換個基地，或許就不能相

稱。 

(五)基地與鄰里單元的關係 

前文論及一幢房子的構思或許適合於某一基地，但往往不能適合於鄰里單元。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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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必須就鄰里單元的特性上考慮房子本身的需要，諸如鄰里單元之固有設施、公園或遊

憩地的使用狀況，接近商店中心的路線等特性。 

(六)鄰里單元與社區的關係 

不僅應使基地與房子有良好的關係，並應考慮基地與鄰里單元及鄰里單元與社區計

畫，社區的固有設施必須考慮到學校、戲院、遊憩地、教堂、停車場、高速道路、汽車

站、警察局與消防站、交通系統等之關係。 

 

(七)房屋定向的步驟 

在某一基地內對房屋的定向考慮上述諸項因素後，進行房屋定向的設計步驟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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