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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作品集收录了“数字现实”学生作品展中的作品，该作品展作为北京2010建筑双年展的一部
分，将会在798时态空间举办。
这次展览是北京国际青年建筑师及学生建筑设计作品双年展系列的第四次展出。
第一次是2004年在UHN国际村举办的“快进”，之后两次分别是2006年在世纪坛举办的“涌现”
和2008年在798时态空间举办的“数字建构”。
　　这次的主题是“数字现实”，不光是指数控机床和3D打印那样的数字建造过程，也包括在参数化
算法设计技术方面的创新。
从2004年以来，中国对这些新技术接受得很快，像鸟巢那样的建筑，如果离开了参数化建模技术
和BIM软件的帮助，要想建成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中国的制造业在过去很依赖手工劳动，但是数字建造技术在建筑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相信将来这种势头会继续下去。
　　本作品集为世界上顶尖建筑院校的先锋数字设计作品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包括英国建筑联盟
建筑学院、美国南加州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美国南加州建筑学院、耶鲁大学和清华大
学等。
　　本书收录的作品是同一主题展览的一部分，展览也包含了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建筑师和设计师的先
锋数字设计作品。
这些作品经过九位地区策展人的挑选：美国东海岸、美国西海岸、澳大利亚、中国、英国、亚洲、拉
丁美洲和欧洲，另外也包括国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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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作品集收录了“数字现实”学生作品展中的作品。
本作品集为世界上顶尖建筑院校的先锋数字设计作品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包括英国建筑联盟建筑
学院、美国南加州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美国南加州建筑学院、耶鲁大学和清华大学等
。
　　《2010数字现实：学生建筑设计作品》收录的作品是同一主题展览的一部分，展览也包含了世界
上最具潜力的建筑师和设计师的先锋数字设计作品。
这些作品经过九位地区策展人的挑选：美国东海岸、美国西海岸、澳大利亚、中国、英国、亚洲、拉
丁美洲和欧洲，另外也包括国际部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现实>>

作者简介

　　尼尔·林奇，是一位建筑师兼理论家。
他目前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系教授。
他曾执教于包括南加州建筑学院、伦敦建筑联盟建筑学院、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西
班牙加泰罗尼亚高级建筑研究所、德国德德绍建筑学院、巴斯大学、布莱顿大学和诺丁汉大学。
其著作包括《空间政治》（劳特利奇出版社即将出版）、《伪装》（麻省理工学院2006年出版）、《
忘掉海德格尔》（派迪亚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国》（香港麦普奥菲斯出版社2004年出版）、《
千年文化》（伊利普西思出版社1999年出版）和《建筑麻醉学》（麻省理工学院2006年出版）；曾与
他人合著《玛思潘滋》（建筑基金出版社2000年出版）；曾编辑《数字城市》（怀利出版社即将出版
）、《为数字世界而设计》（怀利出版社2002年出版）、《空间的象形文字》（劳特利奇出版社2002
年出版）、《建筑与革命》（劳特利奇出版社1999年出版）和《建筑的反思》（劳特利奇出版社1997
年出版）；与他人共同编辑《集群智能：多代理系统建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出版）、《
数字建构：青年建筑师／学生设计作品》（两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出版）、《涌现：青年
建筑师／学生设计作品》（两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出版）、《快进-热点-智囊组》（香港
麦普奥菲斯出版社2004年出版）、《数字建构》（怀利出版社2004年出版）；是阿尔伯蒂的《建筑艺
术十书》（麻省理工学院1988年出版）的译者之一。
他从2004年起是北京国际建筑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也是2010年上海画廊"集群智能：多代理系统建筑"
的策展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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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建筑学院日本东京大学建筑学院索引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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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变得清楚的是，统一这些名词的主题是连接性。
对于德勒兹而言，他最终成为连接性的思想家。
正如德勒兹评论的那样：“严格来说，是连接形成了机器”。
最终“机器过程”是指系统或者关系。
如果一而非机械本身——我们谈论社会关系的机械性，我们将更接近名词背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意图
。
　　也许“块茎”的概念，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德勒兹哲学中连接的逻辑。
块茎是一个概念工具，从块茎作为根系系统的生物模型而来，其不断以横向和跨物种的方式扩张，而
非竖向和线性的树状模型。
草是植物通过蔓延能力展示其块茎特性的一个例子。
另一个例子是毛毡，一种不连续的非等级化的纤维，与编织的、等级化和被控制的织物不一样，毛毡
被压缩为单一的一团。
　　必须理解块茎与有机体不同，有机体总是有成为组织中的整体、摩尔量和分层的危险。
取生物体而代之的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谓的“无器官的身体”。
正如Anseell PearSon描述的那样：“‘没有器官的身体’指的是能量和生成的身体，被高度未成形的和
不稳定的物质所渗透，以自由流动为特点，具有‘自由强度’和‘游牧奇点’”。
具有器官的身体问题，不在器官，而在于有机体内的器官组织。
无器官身体的思考方式是人群和集群的形成：“没有器官的身体以布朗运动的方式，通过群体现象分
布这是一个有多样性组织的身体。
”　　让块茎具有如此启发性的是，它是一种关系，它必须与互动相关。
德勒兹和瓜塔里用黄蜂和兰花之间的相互作用说明块茎。
这个例子足够熟悉——昆虫被吸引到植物上，促进植物的交叉授粉。
黄蜂被兰花所接待，从而对某种建筑相关性做出描绘。
但是最引起德勒兹和瓜塔里兴趣的是黄蜂和兰花之司的相互作用。
兰花发展了吸引黄蜂的特性，黄蜂通过特定的行为服务于兰花。
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观察到的，黄蜂和兰花进入互惠关系，使得黄蜂适应了兰花，兰花也适应了黄
蜂。
德勒兹和瓜塔里将此称为一种相互“生成”形式。
黄蜂变得像兰花，兰花变得像黄蜂，或者——更确切地说——黄蜂已进化为呼应兰花，正如兰花为呼
应黄蜂进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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