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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謝 派 是 什 麼 ？



代謝派是…
將建築及都市空間視為動態有機的生命體，讓空間能隨時間不斷生長更替，
並以「巨型結構體」作為控制都市新陳代謝的系統。

有 機 的
生 命 體

建築及都市的
巨 型 結 構 體

=



城市居住空間壅擠

鄉村人口移往都市

戰後高度經濟發展

當時的社會背景 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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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代謝派，是對於未來社會
的應有樣貌具體提案的團體名稱。
我們認為人類社會可視為由原子
到大星雲宇宙生成的發展過程。
特別使用Metabolism這樣生物學
用語，是因為我們認為思考設計
或技術即是人類的生命力向外延
伸之故。因此，我們對於歷史的
新陳代謝，不單只是理所當然地
接受，更要積極地促其發生。」

代謝派的成形 1960

由一群建築評論家、
建築師與設計師組成

出版專書
《METABOLISM 1960 －對都市的提案》

代謝派宣言於東京舉辦的
「世界設計會議」正式發表



丹下健三 磯崎新 槙文彥 大高正人 黑川紀章 菊竹清訓

粟津潔 榮久庵憲司川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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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謝 派 建 築 有 甚 麼 特 徵 ？



人工地盤

建於自然地盤之上的人工土地。
地下配置公共性的都市設施，地
上則提供多樣化用途，土地能高
度運用。



服務核

集中建築物內部垂直交通設備以
及基礎設施的建築核心，同時作
為重要的承重架構，以利都市垂
直發展。



膠囊裝置

容納生活機能的居住空間，依服
務核增生、集聚，並可局部抽換。
清楚地展現出代謝派「新陳代謝」
的價値。



範例：中銀膠囊大樓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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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謝 主 義 的 都 市 構 想



巨型結構體

建築師在描繪未來都市意象時所設計的超巨大建築構造物，由固定化的構造、
設備系統，以及流動、可替換的單元所組成。都市要素依此合為一個整體，
成為「建築化的都市」。



都市軸

以線狀的都市構造集中都市的中樞機能，包
含基礎設施的管線舖設及立體交通系統等，
可依需求在周遭不斷增生需要的巨型結構體。



範例：史高比耶市中心重建計畫 1966

市中心以人工地盤與高層建築串聯，形成「都市軸」，在軸帶與
鐵路系統交會處設立中央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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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謝 運 動 的 黃 金 時 期



日本萬國博覽會 1970
主 題 人類的進步與和諧
入場人數 6421萬8770人次
統籌規劃 丹下健三、西川夘三

希望會場成為小型城市運作，且基礎設施成為未來都市核心。
許多巨型計劃的創意在此實現，成為代謝派都市及建築展示的舞台。
會後，代謝派的城市計畫開始擴及全球，然而有許多計畫並未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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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是代謝派最為活躍的時期。
日本戰後經濟高度成長，在政治、社會等面向劇烈變動的日本開始
投入於對理想社會的積極追尋。

但是卻無能延續至今日… …



70年代日本進入社會轉變期，學生運動日漸式微。

萬國博覽會雖然成為代謝派的展示舞台，但豐富創
新的設計脫離常民生活，並無法實際解決都市問題。

式微的原因



代謝派以前衛的思想呼應時代的脈動，為最具影響
力的日本建築流派。儘管沒能延續，仍値得作為現
代規劃的借鏡。
「建築與都市不能成為封閉的機械，

而必須是要通過新陳代謝成為可以成長的有機體。」

——《METABOLISM ∕ 1960 －對都市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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