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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国内的基本建设蓬勃开展，城镇和乡村的建设方兴未艾，在建筑设计领域展现出一片欣欣向
荣的景象，建筑创作活动异常活跃，既呈现出百花齐放、万紫干红、繁花似锦的局面，也难免良莠不
齐、泥沙俱下、莫衷一是，这也是我国现代建筑发展的必然。
究竟该走怎样的一条道路？
作者提出走向反思的建筑设计学，着重在理性上进行思考，从理论上探求我国现代建筑设计应该走的
一条道路。
尽管道路不会是平坦的，有艰难险阻，但本着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精神，总能逐步
接近真理。
作者在繁忙的建筑设计实践中，挤出时间，博览群书，刻苦钻研，提出个人的独创见解，这种认真务
实做学问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批判与反思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过去和现在的知识与操作方式，站在一个
客观的立场去审视，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找到建筑现象后面潜藏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对国内外各种学术流派和国内创作活动的现状进行了评价，尤真是引用了情境逻辑分析方法，以
情境因素取代心理学因素，剖析了建筑设计的现实知识场景，刻画得入木三分，也足以引起人们的反
思与警觉。
不破不立，破旧立新，只有坚持批判精神，摒弃糟粕与不合理的、继承精华与合理的部分，才能不断
前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作者提出反思性的建筑设计整体创作策略与方法，即“在行动中创造，
在创造中反思，在反思中创新”，这个过程既是批判性的，又是重建性的。
作者不是洋洋洒洒，夸夸其谈，而是理论结合实践，以亲身主持的多次建筑设计的经验和体会来说明
，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建筑创作实践的能动性强，也说明了作者从反思中树立了自己的创新思维，为建
筑设计引入了富有生命力的知识重建的策略。
这个论题很有意思，涉及的内容也较多、较广。
作者的论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许多层面尚待深入。
万里之行，始于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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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向反思建筑设计学：建筑设计知识批判与重建》选题是基于当前建筑设计中理论与实践知识
的现实情境，试图通过对建筑设计知识现状的分析与批判，发掘其合理性与合理化因素，从更宽广的
领域反思建筑设计学，以求得一些真切而正确的认识。
《走向反思建筑设计学：建筑设计知识批判与重建》提出反思建筑设计学的知识概念，为建筑设计引
入一种积极的理性观念，以探求一种可行的和有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走向反思建筑设计学：建筑设计知识批判与重建》着重论述和回应以下几个问题：　　1.建筑设计
的知识现状是什么？
（第1部分，第2部分）　　2.建筑设计应该是什么？
（第3部分，第4部分）　　3.作为建筑设计主体的人能够做什么？
（第5部分）　　4.人们可以期望什么？
（第6部分）《走向反思建筑设计学：建筑设计知识批判与重建》从现代性的批判性轮廓，建筑设计
的现代性问题，建筑设计的现代性批判等几方面，简述了批判与反思建筑设计学的知识背景，在追问
中引证出对建筑设计反思的必然性。
这是从远距离透视建筑设计批判的现实知识场景。
《走向反思建筑设计学：建筑设计知识批判与重建》借鉴了情境逻辑这一概念，对建筑设计现实中的
一些情境进行了分析与解读，并对其中的功利主义与市俗化现象展开了批判与反思，同时，透视了情
境逻辑的现实意义。
这是从近距离审视建筑设计的现实知识场景，为建筑设计提供一种分析与解释、批判与反思的逻辑方
式。
《走向反思建筑设计学：建筑设计知识批判与重建》从真诚与诚挚、兴趣与想像力、生命力与直觉、
整体性与差异性等几个小节分别表述了建筑设计中可能的和必要的人文精神。
意在为建筑设计学的批判与反思提供一种人文关怀，并希望通过建筑师的创作和作品努力传播这种关
怀与精神，以表达建筑设计的科技与价值的永恒魅力。
针对以上建筑设计理论与实践的现实，《走向反思建筑设计学：建筑设计知识批判与重建》对当代建
筑符号学（语言学）、类型学和现象学等知识重建的一些策略分别进行了论述及反思。
主张建筑设计必须回归到建筑本身，从“永恒的人类生活”与“日常生活世界”中，去寻求建筑设计
的本源意义，既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和独特而个性化的审美意识，又保持建筑语言交流的可能性，以
开拓建筑师和建筑设计本身潜在的批判力与反思力，从而促进建筑设计学的健康发展。
《走向反思建筑设计学：建筑设计知识批判与重建》提出了一种知识重建的可能性，即一种整体性创
造方法与途径⋯⋯在行动中创造，在创造中反思，在反思中创新，并加以理论知识的梳理和总结，以
提供一种可行的，有效的知识重建策略，同时通过实例进行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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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相对地说，建筑设计学更注重研究探讨建筑实践的方法、策略、规则等，以及建筑师与参与者的
行为活动对设计过程和成果的影响。
也就是说，建筑设计学更关注人类为生存而对空间环境所作的营建行为活动以及过程与成果，更加侧
重对建筑设计情境行为与现象的分析与批判，更加关注创造的过程。
建筑设计学并不是独立于建筑学之上，它是建筑学知识体系之中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一部分。
知识是一个空间！
“知识”（know}edge）一词在古希腊的学术传统里，包括对外在客观世界的了解和道德实践
（moraIpractice）。
道德实践则包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个人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的一种道德责任和承担，这是微观层
面的道德实践；其次是个人对群体、社会或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一种价值和意义的实现，特别是对社
会的风气或流行的价值观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执政者施政的监察，这是宏观层面上的道德实践，也
可以名之为“社会实践”（socialpractice）。
另外，它还是一种“知行合一”的知识观。
　　古希腊的知识观，是要给道德实践或社会批判一个理性而客观的基础。
无可讳言，希腊知识传统在有关道德判断和社会实践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具有洞察力的分析，并在
一定程度上仍然影响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
然而，另一方面，古希腊的学者却没有进一步从理论层面上解释对外在客观世界的了解和道德实践的
关系，也提不出有力的解说来阐述为什么道德实践也属于知识领域内的活动。
换言之，古希腊的传统未能在理论层面上建立一个价值批判的“理据”。
因此这种知识较难抗衡当代流行的“实证论”及由此而衍生的对价值判断的看法。
　　2O世纪“实证论”（positivism）知识观认为知识应限于具有客观验证基础的研究范围内，是可以
分析和证实的。
而价值及道德问题是不能客观验证的，最后只是代表个人的主观看法。
因此，道德价值的问题不属于知识范围，尽管实证论不否认价值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也相信对客观存
在的事物的了解和知识是影响并有助于人在价值问题上的抉择，但在客观事物的知识和价值抉择之间
，只存在着一种偶然的关系。
在逻辑上，没有任何价值判断是可以由外在世界的知识推衍出来的。
换言之，实证论认为，任何道德判断上所提出的理据，到最后只是代表着提出者个人的主观看法，没
有客观标准可言，也没有持续讨论的必要。
这种“相对主义”（reIativism），特别是相对主义价值观似乎成了20世纪90年代普遍的道德价值信仰
，甚至演变成“虚无主义”的生活与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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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行动中创造！
　　在创造中反思！
　　在反思中创新！
　　并加以理论知识的梳理和总结，以提供一种可行的，有效的知识重建策略，同时经过实例进行了
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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