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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跨界的视角，从传播学、建筑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对建筑空间进行研究。
关注多元媒介中
“像”与建筑空间的关系。
通过媒介中的“像”的研究提出建筑空间的多元解读方式及生成的策略与手法。

《再造空间(当代建筑空间的多元解读)》主要面向建筑文化理论研究以及视觉文化、传播学研究的专
业读者，也可供相关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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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新媒体环境下人与空间沟通模式的建筑空间生成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51108319)；获得201l同济大学青年英才计划优秀青年教师计划支持。

参与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不同地域特色村镇住宅设计技术”之中的“典型传统特色村镇住
宅设计技术研究”(项目编号：2008BAJ08804)，负责《不同地域特色村镇住宅设计资料集》中室内设
计部分；上海市科委项目“瀛东村生态人居建设工程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崇民专项)”中的子课题”
传统崇明岛屿建筑风貌建筑设计技术研究”(项目编号：08DZl205802)，负责室内设计部分；上海市科
委项目“基于高科技时代的世博会主题演绎研究”(项目编号：06DZ05826)，负责最佳实践区室内概念
设计及《和谐城市的探索——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及规划设计研究》室内设计部分编写。

另有编著《电影中的幻想空间研究》，于2011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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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后现代观点挑战传统现代、绝对的观念，则会有以下观念：　　其一，话语（或文本）才是一
种“实在”。
这种主张并没有否定客观实在的存在，而是认为，我们的世界只有经过特定的符号构造才能成为感觉
、意识、言说、实践的对象。
德里达（Derrida）、拉康（JacquesLacan）、福柯等人都试图说明：语词符号（科学理论）系统建构了
所阐释对象（包括了客观世界、人类意识、社会等）的“外部对象”。
　　其二，既然不存在独立于符号外的给定实在性，那么所有的对象都由所使用的符号建构起来。
用德里达的一句话来概括：“文本之外无他物。
”这不仅因为只有通过各种文本我们才能接近各种所谓“现实”，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些文本根本不
可能是其之外的某种纯粹客观事物的再现，“除了替补、除了替代的意义之外别无他物。
绝对的呈现、自然、‘真正的母亲’这类的语词所表示的对象早已被遗忘，它们从来就不存在”。
　　其三，世界是多元的，认识或理解它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多样性。
而这各种多元的结果都并不能被判定正误，因为客观标准本不存在。
所以“对于同一对象所得的各种认识与理解不过是不同的‘故事’或者‘游戏”’，不能排除所谓“
假”的而只保留所谓“真”的，而应该允许多种“故事”的共存。
德里达更从索绪尔的意义理论出发，提出对任意符号，都不可能获得对其意义的最终理解。
因此，“不存在所谓语词和本源的恒定意义，一切符号意义都是在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中被暂时确定
，而又被不断在区分和延搁中出现新的意义。
新的意义进一步在延搁中区分，在区分中延搁”。
　　其四，反对将本质和现象严格区分开来。
否认事物拥有某种恒定的“本质”或躲在不同“现象”背后的固定“共性”。
他们主张从多种角度出发探究对象特性，关注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以不同视角之间差异，揭
示各种视角的特殊性及成因，以此来理解对象。
　　根据后现代理论的上述观点来研究建筑，将从根本上颠覆现代主义理论所成立的理论预设和前提
，形成一种新的、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对建筑学研究显然有重要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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