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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支持的“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
大力支持下，经过诸位译者的努力，终于开始陆续问世了，这应该是建筑界的一件盛事，我由衷地为
此感到高兴。
　　建筑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建筑理论发展的起始时间也是久远的，一般认为，最早的建筑理论著
作是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
自维特鲁威始，到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近代、现代与当代中国建筑的发展过程，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实际上是一个由最初的“西风东渐”，
到逐渐地与主流的西方现代建筑发展趋势相交汇、相合流的过程。
这就要求我们在认真地学习、整理、提炼我们中国自己传统建筑的历史与思想的基础之上，也需要去
学习与了解西方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史，以完善我们的知识体系。
从维特鲁威算起，西方建筑走过了2000年，西方建筑理论的文本著述也经历了2000年。
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500年，既是西方建筑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西方建筑理论著述十分活跃
的时期。
从15世纪至20世纪，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建筑理论著作，这其中既包括15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
利的一些建筑理论的奠基者，如阿尔伯蒂、菲拉雷特、帕拉第奥，也包括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
重要建筑理论家和18至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些在理论上颇有建树的学者，如意大利的塞利奥；法
国的洛吉耶、布隆代尔、佩罗、维奥莱一勒一迪克；德国的森佩尔、申克尔；英国的沃顿、普金、拉
斯金，以及20世纪初的路斯、沙利文、赖特、勒·柯布西耶等。
可以说，西方建筑的历史就是伴随着这些建筑理论学者的名字和他们的论著，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在中国，这些西方著名建筑理论家的著述，虽然在有关西方建筑史的一般性著作中偶有提及，但
却多是一些只言片语。
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中国的建筑师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与学生们，若希望了解那些在建筑史的阅读中
时常会遇到的理论学者的著作及其理论，大约只能求助于外文文本。
而外文阅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松胜任的。
何况作为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原典性历史文本，是这门学科发展历史上
的精髓所在。
所以，一些具有较高理论层位的经典学科，对于自己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著作，不论其原来是什
么语种的文本，都是一定要译成中文，以作为中国学界在这一学科领域的背景知识与理论基础的。
比如，哲学史、美学史、艺术哲学，或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史上西方一些著名学者的著述，几乎都有系
统的中文译本。
其他一些学科领域，也各有自己学科史上的重要理论文本的引进与译介。
相比较起来，建筑学科的经典性历史文本，特别是建筑理论史上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述，至
今还没有完整而系统的中文译本，这对于中国建筑教育界、建筑理论界与建筑创作界，无疑是一件憾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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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理论并不是某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公式，也不是一个可以包治百病的万能剂，建筑创作
并不直接地依赖某位建筑理论家的任何理论界说。
而况，这里所译介的理论著述，都是西方建筑发史中既有的历史文本，其中也鲜有任何直接针对我们
现实创作问题的理论阐释。
因此，对于这些理论经典的阅读，就如同对于哲学史、艺术史上经典著作的阅读一样，是一个历史思
想的重温过程，是一个理论营养的汲取过程，也是一个在阅读中对现实可能遇到的问题加以深入思考
的过程。
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孔老夫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的道理所在吧。
　　中国人习惯说的一句话是“开卷有益”。
也有一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现在的资讯发达了，人们每日面对的文本信息与电子信息，已呈爆炸的趋势。
因而，阅读就要有所选择。
作为一位建工作者，无论是从事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或是从事建筑历史、建筑创作的人士，大约都
在“建筑学”这样一个学科范畴之下，对于自己专业发展历史上的这些经典文本，在杂乱纷繁的现实
生活与工作之余，挤出一点时间加以细细地研读，在阅读的愉悦中，回味一下自己走过的建筑之路，
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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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克洛德·佩罗（Claude Perrault），集医生、物理学家、笛卡儿主义者于一身，在著名的“古今之
辩”中，他站在“现代”一边，他所设计（某种程度上也是挑战）和参与建设的法国卢浮宫东翼，长
期以来被公认为法国古典主义的范例之一，赢得了建筑上的盛名。
但他更大的成就或许是翻译古典罗马理论家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并于1673年出版。
这位拉丁语作者不仅使得“说法语”成了最雄辩的方式，而且还做了注解。
佩罗缜密的注释，几乎要将这本从漫长的古代幸存下来的建筑著作淹没，这种学问和智慧上的毅力至
今无人超越。
以这种学问上的衍生话题为基础，佩罗开始着手写作第一篇后文艺复兴（post-Reimissance）的建筑学
论文，是关于建筑设计规则的，其中提出建筑设计不是由无可置疑的先例来决定的，是由理性以及—
—首要的是——由变化着的民族鉴赏力决定的。
1688年，“科学家”佩罗因解剖骆驼时伤口受到感染而不幸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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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的确，佩罗主张除了宗教真理，那是不容置疑的，人类知识的其他方面，包括建筑学，可以也应
该置于“系统性质疑”之下。
由此，佩罗就能够将理论性阐释的问题简化为某种一般性的推理性讨论；他对将比例关系看作是现实
问题的终极判断，从而使建筑学能够体现“天宇星辰之舞”的传统作用，提出了质疑。
　　毫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佩罗对于传统中所认可的建筑比例与音乐和谐之间的关系表示了反对。
在《规制》一书的前言中，他断言“绝对的”（pos．itive）美并不直接依赖某种看不见的比例关系，
而是仅仅由各种可见外表所产生的。
他引用了三个基本的范畴：建筑材料的丰富性，建造的精确和得体，以及一般性的均衡与部署。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传统上曾经与音乐的音调与节拍相关联数字比例的权威性，不再能够被接受为一
种建筑美的保证要素。
根据佩罗的观点，建筑的比例一直处在变化之中，“正如时尚的变化一样”，仅仅依赖于习俗。
在比例问题的最初发明者看来，想像是惟一的法则，而当“他们的奇思妙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就会引
入某种新的比例，而这些比例又会被发现是颇为令人愉悦的。
”　　夏尔·佩罗在他的《古今之比较》关于建筑学的章节里也指出，比例关系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一
直在修改。
他断然拒绝了人体比例和柱子尺寸之间的任何关联，并将这一现代认识归结为对于维特鲁威《建筑十
书》的错误诠释。
维特鲁威将自然所决定的人体比例的完美性当作建筑学的模范。
然而，在夏尔·佩罗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建筑物要从人体里引出自身的比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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