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发消费者的情感，是赢得品牌营销胜利不可或缺的一环。质量精良的产品，加上优于业

界的形象策略，将使商品在业界胜出。对一位不断探索建筑、文化、生命价值与对话的建筑

师而言，建筑不再是冰冷建材的排列组合，而是有机藏锋的生命体。而一般人视为销售模式

的接待中心、售楼处，在黄书恒建筑师的心目中，是挣脱空间的限制，让创意可以近乎无限

遨游与超越的“梦想馆”。正因为如此，黄建筑师认为，只有以诉诸五感，甚至超越五感，

乃至极尽六感的沟通方式，才能帮助未来建筑增强与访客或未来居住者的触动与联结。

     所谓的五感建筑，正是将空间视为一有机生命体，以视感、听感、嗅感、味感、触感等

五官机能元素，与访客进行对话与互动。举例而言，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到

安藤忠雄所设计的建筑经典，都曾经出现过所谓的五感建筑。色彩斑斓、光影交织，带来

视感体验；屋旁水声、轻慢脚步声中，细细体验听感；流风暗送桂花香，捎来嗅感体验；

温泉凝滑、茶香生津，引出味感体验；玉石玻璃、钢铁朴木，则是激发触感体验。然而，

除了让人用五官去感受建筑的每一部分，创造建筑与人的对话之外，所谓的六感体验，更

是触及人心，直诉心灵。

    然而所谓六感，不仅仅是直觉（in tu i t i o n ），更是洞察力（in s ig h t）、创造力

（creativity），对黄书恒建筑师来说，一言以蔽之，正是为访客带来深刻震撼的“灵感”

（inspiration）。而接待中心或售楼处本身具有的先知与启示建筑特质，除了是激发访客

追寻梦想的“前建筑”（pre-architecture），更是冲撞居住者灵魂反思的“潜建筑”

（inner- architecture）。

视感

     对黄建筑师而言，建筑也是以元素、质感和材料来表达的空间剧场学。以有限的室内空

间，用出乎意外极具反差的材质与元素，打造翻转理念的剧场；在冲突却又相容的吊诡（意

为悖论，多用于台湾文学理论和批评界）中，营造出发人深省的建筑奇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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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提供：玄武设计

黄书恒

听感

为了寻求企业标准化的呈现，在创建严谨规范的过程中，设计者如何

将个人的创意独白与团队、企业的精神协奏交融，并恰如其分地引发

访客的共鸣，正如同音乐家殚精竭虑地在音符与节奏起伏间探索最美

妙的序列一样。

触感

据说，“触感”是人类在母腹中首先发展的感知官能。然而，触感并

不仅仅是依赖皮肤接触来形成认知系统；事实上，人类“心理上的触

感”，更是另一项值得探讨的课题。透过“色彩、形状、材质、光

影”的变化互动，黄建筑师巧妙地“正面唤起”、或是“反面颠覆”

了参访者心理的触感记忆。

嗅感

虽说人仰赖五官感知环境，但大多是由视感主导人的感官体验，其

他感官则被忽略压抑。其实，“嗅感”是人类感官机能中非常奇特

的部分，它能以特殊的方式被记忆，例如：闻到花香便想起初恋，

嗅到桧木芬芳便开启对家的憧憬。一座优秀的五感建筑必须对大自

然友善，仰赖风、花、水、绿等元素，与感官邂逅并相恋。黄建筑

师喜欢在建筑的周边环境和内部，导入植栽绿化，并在环保节能的

概念运用上格外用心。

此外还会通过一些活动形式，比如芳疗调香，将嗅感记忆与身体和环

境实现互动，在空间中隐约植入嗅感音符，无所不在地创造出记忆中

的故事与链接，以唤起访客内心底层最愉悦的情感回忆。

味感

人的感官是互相联系、彼此作用的整体，任何一种感官受到刺激以

后，都会诱发其他感官反应，称为“共感”。参访黄书恒建筑师的建

筑作品，向来都是一件“共感并行”、“赏心悦目”的乐事；然而，

对认真探索自己未来生活形态、深刻思索梦想的访客而言，这不仅仅

是一种愉悦的体验，更是琢磨感知与人心的旅程。

灵感

日本著名建筑师槙文彦曾指出，当人们进入建筑时，空间给予情绪的

感染，使得人们真正感觉到这座建筑是为自己而存在，建筑的价值便

由此而体现。而一切设计方法，不过是建筑师与人们在感觉上交流的

管道而已。

坊间一般接待中心设计，如同陈列居住形式的贩卖部；然而，黄建筑

师所设计的接待中心则大不相同。他努力在个案中探讨理性机能与感

性美学，创造丰富的有机建筑，使其在兼顾商业用途之余，不落俗

套，成为肩负未来梦想的先知性建筑。或者，更明白地说，一般接待

中心只接待了人的形体；黄书恒建筑师的接待中心，却不仅接待了人

的形体，更接待了人的灵魂，触动了人的思想。

的确，这第六项感官来自深层的感动——它诉诸人的感性与灵性，所

有在此建筑中的符号、意象都蕴含着神奇的讯息，直指人心，提升人

们的领悟力与想象力。

纪伯伦有句名言：“我是一个旅行者，也是一个航海者，我每天在自

己的灵魂中发现一个新王国。”极六感之至，潜建筑之能——从业

主、设计者、访客到未来居住者——经过这一程六感之旅，每个人都

必然在建筑的绿洲中，发现自我灵魂中的新王国。

序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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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eption Center of U-PARK, Farglory
台湾远雄U-PARK接待中心

/

设计公司：玄武设计群 

参与设计：黄书恒、欧阳毅、詹皓婷、陈新

强、蔡明宪

软装布置：玄武设计、胡春惠、胡春梅

摄影师：王基守

面积：3,966 ㎡

主要用材：马赛克+中空板、密底板雷射切

割、手工地毯、木作喷漆、铝塑板

Design Company: Sherwood Design Group
Designers: Huang Shuheng, OuYang Yi, Zhan Haoting, Chen Xinqiang, 
Cai Mingxian
Upholstering Designers: Sherwood Design, Hu Chunhui, Hu Chunmei
Photographer: Wang Ji shou
Size: 3,966 m2

Materials: Mosaic, Hollow Sheet, Laser-Cut MDF, Hand-Made Carpet, 
Painted Carpet, Aluminum Composite Panel 

     “环境—什么是环境？	我创造环境。”——拿破仑（Napoleon）

     随着台湾大台北都会区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放眼下一个黄金十年，最

具未来潜力的区位非“新庄副都心”莫属。正是因此，远雄建设特别选

定此一都心级绝版黄金特区，打造具前瞻优势的国际级“U-PARK”建

筑巨铸——“远雄海德公园”建案。

     在海德公园建案中，远雄启动U-PARK造镇计划，引进领先的绿色

环保科技，将风、光、水、绿等自然元素与建筑结合，以绿能造镇，让

远雄二代宅再升级，建构一个与环境结合的永续建筑。除了传递建筑新

视野与新思维，“远雄海德公园”接待中心也肩负着另一项“企业形象

定位与更新”的使命。在坚持极致与国际化、不断创新建筑史里程碑的

同时，远雄建设积极将建筑、销售、后续服务的种种庞杂流程与事务，

予以标准化，加强消费者对企业的信赖与品牌的认知。

      如此具挑战性的重责大任，特别需要熟知企业文化、且具有深刻省

思与肩负梦想擘画能力的建筑师，能跳脱窠臼，策划并执行接待中心的

标准化建构大计。也因此，曾经长期参与远雄建设多项建筑与设计工

作，赢得无数赞叹的黄书恒建筑师，诚然是此计划的不二人选。

      黄设计师在五感建筑（将建筑视为以视感、听感、嗅感、味感、触

感等五官机能元素为基础的有机生命体）的基础上，导入第六感——灵

感，以极尽六感的设计，创造建筑与人的对话，以六感脉动，触及人

心，直诉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