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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其实，我这辈子都在讲设计的故事，只不过以前老在讲台上讲，很少通过书的方式和大家讲。
　　现在就想和大家通过这本薄薄的书来讲故事。
如果大家每天读一两页，也就是每天听我讲一个故事，说不定一年下来，也知道好多新的事情呢。
　　每天读书一两页，要花多少时间呢?读得快的人大约就是四五分钟的样子，读得比较仔细、比较慢
的人最多也不过10分钟，如果能够在365天都坚持这个习惯，那一年就扎扎实实地读了一本书，积少成
多、集腋成裘，总有些所得的。
　　我自己现在还能记得住的大部分重要的故事和常识，都是在16岁到30岁之间读的，当时有点囫囵
吞枣，没有人指导，乱读。
其实，一个17岁的毛孩子当时哪里能够理解吉朋的《罗马的兴衰》，或阿拉贡的《共产党员》，即便
当时比较流行的玛雅可夫斯基的构成主义诗也并不懂得如何欣赏，充其量能够记住拜伦、济慈、布朗
特、霍桑、高尔斯华绥的一些皮毛。
但不管懂不懂，只是喜欢读，经年累月，即使在农村插队、在工厂做工，无论多累，还能坚持每天看
上个把小时。
当时并没有什么计划(其实，也轮不到我能有什么计划，除了毛选，新华书店卖的书可真不多)，到得
了手的书都读。
没有想到，那些零零星星读的东西，居然有些就入了脑，现在还有印象。
与美国同事聊天的时候，大凡涉及这些方面，还能够应答。
当年不经意地一点一滴地积累了有关苏联、东欧的文化知识，使我在这些方面的常识上要比不少同事
了解得还多一些。
谈到肖斯塔科维奇、贝拉·巴托克的音乐时，可以说出个道道，在谈肖洛霍夫、昆德拉的时候，也不
至于太白痴。
就是在我自己写作的时候，也能够比较容易把经典著作的一些精华提炼出来运用，每到这种时候，我
真是感谢自己当年那股读书的劲头，也相信积少成多、每日读书的作用。
年轻的时候，我的确有股牛劲儿，决心要读好多好多的书，做个有文化的人，自己定下指标，要按时
完成。
我在1963年考上当时叫做武汉师范学院附中的高中部，现在改名为湖北大学附中了。
以我自己的感受，读大学附中有两个独特的好处，一是每年都有一些大学毕业生来当老师，年龄比我
们这些高中生大不了多少，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和兴奋点，对我们来说，的确是鼓励和刺激；第二就
是大学图书馆常常将那些藏书册数比较多的书拿些到附中图书馆来，因此我们学校的图书就比一般中
学图书馆来得丰富，特别是文史哲方面的书。
我有个好朋友在中学图书馆里做业余的管理员，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义工”，他往往对我网开一面，
经常让我多借几本，并且把一些不许借给学生的书也拿给我看。
高中三年，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虽然不一定都看懂了，但是却有了最早的印象，并且阅读范围也就越
来越广泛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我则有机会更拼命地读书，什么都读。
那时天下大乱，没人管我们，书的来源也就更丰富了。
下乡插队的时候我们也带了许多书去，劳动之余挑灯夜战，也还是老习惯：每日读一定数量，这样阅
读就成为我的一个终身的习惯了。
通常我并不急于将一本书一口气读完，而是相信集腋成裘、铁杵磨成针的老话，每天坚持读几页，水
滴石穿，总能够记住不少的。
　　现在变成我的第一工作语言的英语，也是在那个时候自学到手的。
　　在农村读书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一天下来的疲累不说，煤油要凭票供应，而且太贵了，对我们
这些“知识青年”来说，简直是奢侈品。
靠我们在农村的收入是无法承受点煤油灯看书的开支的，因此只有用黑得像沥青一样的棉籽油。
那种灯不但光线非常微弱，近似鬼火，而且点着之后，有很浓的黑烟，弥漫在阴暗的室内，很是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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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时一书在手，其他的也就顾不得许多了，我就是在那盏灯下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小托尔斯泰
的《两姊妹》、《阴暗的早晨》等世界名著读完的。
坚持每日读书这个习惯我是从15岁左右开始形成的。
直到现在，在美国已经当了将近20年的大学教授，自己也有些在设计、艺术、文化方面的著作出版，
书自然是看得更多了，但仍然维持这个每日读几页的习惯。
专业书籍在白天正式时问看，一般在晚上睡觉以前，躺在床上读些文化杂志，比如美国的《纽约客
》(NewYorker)、《建筑记录》(ArchitectureRecord)、《多姆斯》(Domus)、香港的《亚洲周刊》、北
京的《三联生活周刊》等等。
然后找本比较有趣的书看个十页八页，好像柯平的《阴阳脸》、沈宏非的《思想工作》、黄苗子的《
青灯琐记》、黄永玉的《比我还老的老头子》，或者蔡澜这些人的散文。
我也看各种漫画，美国的、日本的都看。
厕所里也常常放上几本杂志，趁空随手翻翻，有好文章就留着上床的时候再细读。
我很喜欢看电影，有时候去电影院看，更多的是看DVD影碟，如果好看，就杳资料，了解背景，最近
把香港导演杜琪峰的电影全部看了一遍，并且上网把有关他的评论也全部看了一遍，这种杂食性的阅
读，已经成了我的生活形态了，反正看书范围不限，看累了再睡觉，自感受用无穷。
　　1990年代以来，快餐文化当道，麦当劳的巨无霸虽然食之无味，但是快捷方便；喝可口可乐虽然
不如品茗那般优雅和有韵味，却够甜够凉够气；小书虽然没有大书那样精辟高深，但是却可以率性翻
阅，清晰易读。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坐飞机从地球这边飞到那边，常会看见一些人登机前在机场书店买几本“口
袋书”，在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中，他们就在假寐与清醒之间埋头读，下飞机时就扔了，大约也就看完
了。
　　在日本东京几个大的地铁起点站，比如涩谷、新宿、池袋，也看见上班一族在地铁中的书店买大
本的漫画书，他们从家里到办公室，坐车往往要一个钟头，从头到尾看那些漫画，等到站的时候，已
经看完了，出站的时候就随手扔到垃圾箱里。
反正，要快要容易。
年轻人好多都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去看大部头的原著了。
请问：“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怎么看?”自然是看漫画本啦!我常在讲课的时候问学生，他们最喜欢
的书是什么，结果很多人喜欢的是轻松的、快餐式的小书，他们喜欢几米的《向左走、向右走》，喜
欢村上春树的那些小资味十足的言情小说。
　　我随手翻了翻最近几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香港、台北的畅销书排行榜，更加增强
了我关于速食文化当道的信念。
列出的流行书中，可以分成几大类：一类是与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有关的，比如在北京书榜排名很靠
前的阿尔贝·卡谬的《鼠疫》，原是本很渺远的书，但是却由于SARS 问题严重，被看作预言类别，
也就在2003年一跃成为畅销书；另外一类则是实用类的，有《经济学家茶座》、《执行：如何完成任
务的学问》、《高效能人的九种性格》、《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口气决定运气：让你左右逢源
的秘密》等等，都属于这类型；而作为消遣娱乐，则自然是时尚的小书，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
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名列前十名，他的《海边的卡夫卡》也进入前十名，韩国通俗小说作家金河人的
《七朵水仙花》居然在上海的书榜上排到第五名，他的《菊花香》第一本和第二本也都榜上有名，真
是吓我一跳。
蔡智恒的《夜玫瑰》和《槲寄生》在广州和深圳排七八位，柳里美的《口红》在上海排第九位。
当然，读者中还有年纪大一些的，对他们来说，怀旧情绪的书是有市场的，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看家法
宝、图文并茂的丛书《老照片》出到二三十辑也依然流行，第二十八辑在北京流行榜上排名第三位。
从这个排名榜可以知道：大多数人都想看实用的、轻松的、情绪性的、可以读得快一点的书。
时代真是不同了，今天，除了文学系的大学生，有谁会再捧本几磅重的《约翰。
克利斯多夫》去图书馆的角落里苦哨啊 ?因此，我就动了“讲述丛书”的念头。
　　每日读一篇故事，文字不多，并且有插图，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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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一个主题：当代建筑、当代艺术、新旧爵士、好看的电影、古典音乐、产品设计、平面设计、
时装时尚、汽车潮流、电子游戏、动画和漫画等等，篇幅不大，内容轻松。
你也无需拿出大段时间去读，它们是给你们在坐地铁的时候读的，上床熄灯以前读的，或者在洗手间
的时候读的，在等人的时候读的。
只要坚持每日一篇，细水长流，或许到年终，自己会发现对建筑、对当代艺术、对电影、对音乐、对
身边的设计、对时装、对汽车、对动漫画、对电子游戏都懂得多了一点，不是很好吗?我虽然想轻轻松
松讲故事了，但是到了动手撰写、选图、编辑的时候，真刀真枪地做起来，也容易不到哪里去。
不过，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浸淫在写作之中，写和编书成了生活习惯，心态倒好，不着急。
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每天做一点儿，编辑起来也开心。
　　因为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要兼顾，只有利用片断时间，拉拉扯扯地做，积累起来，也还管用。
现在做出来了，这套小书摆在了大家面前，希望各位读者也开心，也有所得益。
由于我是从事设计方面的工作的，因此我的这套书也主要是有关设计和设计文化的。
想想我们周边有哪件事物不是通过设计而成的?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环境设计、工业
产品设计、平面设计、服装设计、日常用品设计、手工艺设计、广告设计、电子游戏设计、电影设计
、活动设计等等，没有设计就没有我们的物质文明。
这套书呢，也就是给大家讲讲设计的事情，图多文少，阅读也就轻松了。
当然，如果一旦你要对我们讲到的某种设计感兴趣了，那么这本小书自然是不够的，好在我们还有专
门的书准备着呢! 在书的后面特地留了一点空白页，是为了让大家可以随手写点什么，当笔记本用的
。
除了笔记之外，其他的随想、心得、涂鸦也大大的可以啊!信不信，到年底的时候，可能这本书已经给
你自己涂得满满的了，也是一番意想不到的欣喜呢。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来讲建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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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其实，作者这辈子都在讲设计的故事，只不过以前老在讲台上讲，很少通过书的方式和大家讲。
现在就想和大家通过这本薄薄的书来讲故事。
如果大家每天读一两页，也就是每天听我讲一个故事，说不定一年下来，也知道好多新的事情呢。
每天读书一两页．要花多少时间呢?读得快的人大约就是四五分钟的样子，读得比较仔细、比较慢的人
最多也不过10分钟，如果能够在565天都坚持这个习惯，那一年就扎久实实地读?一本书，积少成多、
集腋成裘，总有些所得的。
我自己现在还能记得住的大部分重要的故事和常识，都是在16岁到30岁之间读的，当时有点囫囵吞枣
．没有人指导，乱读。
其实，一个17岁的毛孩子当时哪里能够理解吉朋的《罗马的兴衰》，或阿拉贡的《共产党S》，即便当
时比较流行的玛雅可夫斯基的构成主义诗也并不懂得如何欣赏，尤其量能够记住拜伦、济慈，布朗特
、霍桑、高尔斯华绥的一些皮毛。
但不管懂不懂，只是喜欢读，经年累月，即使在农村插队、在工厂做工，无论多累，还能坚持每天看
上个把小时。
当时并没有什么计划(其实，也轮不到我能有什么计划，除了毛选，新华书店卖的书可真不多)，到得
了手的书都读。
没有想到，那些零零星星读的东西，居然有些就入了脑，现在还有印象。
与美国同事聊天的时候，大凡涉及这些方面，还能够应答。
当年不经意地一点一滴地积累了有关苏联、东欧的文化知识，使我在这些方面的常识上要比不少同事
了解得还多一些。
谈到肖斯塔科维奇、贝拉巴托克的音乐时，可以说出个道道，在谈肖洛霍夫、昆德拉的时候，也不至
于太白痴。
就是在我自己写作的时候，也能够比较容易把经典著作的一些精华提炼出来运用，每到这种时候，我
真是感谢自己当年那股读书的劲头，也相信积少成多、每日读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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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受之讲述建筑的故事》主要讲述设计与设计文化的。
图文并貌，阅读轻松。
现在就想和大家通过这本薄薄的书来讲故事。
如果大家每天读一两页，也就是每天听我讲一个故事，说不定一年下来，也知道好多新的事情呢。
每天读书一两页，要花多少时间呢？
读得快的人大约就是四五分钟的样子，读得比较仔细、比较慢的人最多也不过10分钟，如果能够在365
天都坚持这个习惯，那一年就扎久实实地读一本书，积少成多、集腋成裘，总有些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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