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04 博士班資格考試題 建築與城鄉經典 

(112 學年度下學期) 

 

以下考題請任選三題作答。每題 100 分，三題總分須達 210 分該科方達及格標準。 

 

一、 

請說明此書中對於社區與鄰里的設計取向的原則與主張。並從其中本書對住宅

與其他社區服務與活動空間的面向，探討它與近年來＂十五分鐘城市＂ (The 

15-minute City)都市論之間的關聯。 

參考書目： 

Alexander, C., Ishikawa, S., & Silverstein, M. (1977). A pattern language: Towns, buildings, 

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中譯：Alexander, C. et al. (1994)《建築模式語言：

城鎮、建築、構造》（王聽度、周序鴻等）。台北：六合。） 

  
二、 

請說明在此書中 Castells 所提出的 ＂Space of Autonomy＂ 概念的內容，包

括其定義、特徵，以及其文化內涵。 

參考書目： 

Castells, M. (2013).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New York: 

Wiley（中譯：Castells, M.（2020）《憤怒與希望：網際網絡時代的社會運動》（廖珮杏、 劉維

人譯）。南方家園出版社。 

 

三、 

David Seamon, Harry Heft, Christopher Alexander 分別如何看待城市空間結

構、認知及身體之關聯，他們針對前人研究提出哪些革新觀點? 其認識論如何推

展建築與環境設計分析過程? 他們對文化的看法有何不同? 

參考書目： 

Seamon, D. (1979). Part II: Movement in geographical world. In 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 (pp. 33-

6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eft, H. (2013). Environment, cognition, and culture: Reconsidering the cognitive map.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3(1), 14-25. 

Alexander, C., Ishikawa, S., & Silverstein, M. (1977). A pattern language: Towns, buildings, 

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中譯：Alexander, C. et al. (1994)《建築模式語言：

城鎮、建築、構造》（王聽度、周序鴻等）。台北：六合。） 

  



四、 

若要綜合的從性別、認同政治、物質性來批判都市規劃研究，可如何透過那些

理論家論述來著手? 再進而提出一個分析架構並加以闡述。 

參考書目： 

McDowell, L. (1999). 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中譯：McDowell, L.（2006）《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

學概說》（徐苔玲、王志弘譯）。台北：群學。） 

Braun, B., & Castree, N. (2005). Remaking reality: Nature at the millennium. London: Routledge. 

Hayden, D. (1997).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s as public histor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五、 

請以權力、知識以及主體性的角度論述建築位址（Siting）的時間—空間關連性，

並以後疫情時代的亞洲建成環境為例進一步闡述。 

參考書籍： 

Leach, N. (1997). Rethinking Architecture: 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六、 

請由唯物史觀的視野闡述Manfredo Tafuri所主張建築史實性（historicity）在

近代所表現出的不連續性（discontinuity），並藉以說明當下建築理論在時間

性消隱（eclipse）的特性上與現代主義浮現時期的反歷史主義（anti-

historicism）的差異。 

參考書籍： 

Tafuri, M., & Verrecchia, G. (1980). 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London: Granada. （中譯：

Tafuri, M., & Verrecchia, G.（2010）《建築學的理論和歷史》（鄭時齡譯）。北京：中國建築工

業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