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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建筑界逐渐摆脱了对深奥哲学的空间演绎，转而在世纪末对新世纪的
建筑预言中将目光聚焦到“科学”，并最终在世纪初展现出一种“科学主义”的趋势。
　　进入新时代的前奏，总是由以往所不具备的技术手段和运用这些新手段进行形式探索而敲响。
前卫的建筑杂志如AD从1993年起就编辑了诸如“折叠建筑”、“赛博空间建筑”等专辑。
最初多以纸上建筑的形式出现，随后，基于各种科学概念的建筑方案大量出现，最终，越来越多的建
筑师以建成作品诠释了新科学观念成为建筑空间形态生成的源泉。
这个过程就像一条小溪，最初潺潺从山涧中流下，越来越多的溪流汇集成了一股潮流，形成了一片江
湖。
　　从求学到工作期间，我一直着迷于此类建筑或流畅或繁复或怪异的造型，更想了解这些建筑是如
何被设计构思出来的。
于是博士论文就把这种建筑背后的生成概念定为研究方向，并逐渐形成了新科学的科学观与建筑观的
联系。
希望能从跨学科的角度为当代前卫建筑建立起从新科学观到哲学观、空间观、审美观直至建筑观的整
体视野。
　　在科学观念和数字技术的支持下，科学影响建筑学的进程在逐渐加快，建筑学领域的研究有必要
在哲学、美学之外更加注重新科学的观念与方法。
本书从科学观的视角考察新自然科学对建筑领域的作用，分析不同层次的自然学科理论、观念对建筑
空间与表皮的影响，探讨科学观在当代西方先锋建筑形态理论和生成方法中的规律，建立科学与建筑
学科交融的联系框架和理论体系。
研究有助于探讨建筑学新范式的产生缘由，认识当代建筑的一种发展趋向，理解数字时代技术对建筑
从生成到建造全过程的深刻影响。
　　科学观念通过影响社会文化间接地影响建筑学的理论与观念。
当代科学观向建筑观的传导越来越快，社会、哲学、科学和建筑之间的时代特征形成密切联系。
当代建筑学理论受到新科学观的显著影响，科学观经过哲学观和美学观的传导和转译，最终引起建筑
形态观向崇尚科学化的方向拓展。
　　科学通过基础学科和分支学科分层级地对建筑观念产生影响。
基础学科中的数学、物理学和复杂性科学以及分支科学中的宇宙学、生物学、地质学、晶体学、形态
学、电子学、热力学、流体力学等学科从观念和方法上支持了建筑形态的新探索。
　　当代建筑借助计算机技术发展出从科学观念到建筑理论的转换机制。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建筑空间形态的生成机制；当代建筑师将科学观念和数字技术相结合发展出
新的建筑理念、思维方式和设计方法，借助涌现、生成和图解理论，作用于建筑造型的两个重点：空
间与表皮。
其特征是空间的数学化与生成化、表皮的复杂化与媒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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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了新科学观与当代建筑形态生成的联系。
从科学观的视角考察新科学对建筑观念的推动，将现代科学最前沿的观念引入建筑设计领域，探讨了
新兴科学和计算机技术对建筑形态、建筑理念、思维方式和设计方法的影响。
对当代建筑理论更新提供了创新性的思路。
本书面对当代先锋建筑的发展趋势，采用跨学科和图像化的研究方法，建立起从科学观到哲学观、空
间观、审美观和建筑观的整体视野。
    书中分类剖析了多个前沿基础学科，如拓扑学、混沌理论、量子力学以及分支学科中的宇宙学、生
物学、地质学、晶体学、形态学、电子学、热力学、流体力学在观念和方法层面对建筑领域的影响。
提出新的科学观和数字技术相结合更新了建筑的空间观、审美观和形态观，并从生成机制层面拓展了
建筑的可能性。
    书中用300幅插图对科学和建筑理论加以说明，适合建筑理论研究工作者、职业建筑师、建筑院校师
生及对先锋建筑和新科学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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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一个各个领域产生剧变的时代，是一个“后”的时代——从工
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现代思潮到后现代思潮。
其他的说法包括从机器时代到信息时代，从物质社会到非物质社会，从实体经济到知识经济等等。
上述说法视角、概念虽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我们正处于变化之中。
时空观念的变化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从高速便捷的交通、通讯设施到因特网，时空尺度改变了
。
更为根本的是哲学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它将成为影响建筑与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从科学到技术，从社会到观念，从建筑到城市，形成了互相推动的网状发展结构。
这是一个多元化、全球化领域交融，并将在各个方面产生新范式的时代。
　　当代建筑理论关注的焦点也有所转向，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建筑理论界关注的是哲学
理论的话，那么在新世纪关注点集中到了科学，一方面新的科学理论为建筑界所借鉴，另一方面新的
科学思维方式与方法也在影响建筑设计的全过程。
从达西·汤普森的《论生长与形态》到斯蒂文·约翰逊提倡的涌现理论，再到史蒂芬·沃尔夫勒姆的
《新科学》，自然形态和复杂性成为建筑领域的新热点。
　　从权威性的世界建筑师大会到前瞻性的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主题逐渐集中到了建筑学的变化
、发展和未来。
z包括1999年北京世界建筑师大会的“建筑学的未来”，2002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未来”，2004年的“
变异”，2006年的“超城市”，2008年的“超越房屋的建筑”和“传播建筑”。
运用新科学进行建筑探索的理论性主题展览也层出不穷，如2003年巴黎蓬皮杜中心的“非标准建筑展
”，2006年北京的“涌现”国际青年建筑师作品展等。
展览的主题和内容涵盖了建筑学发展趋势以及科学对建筑学影响的各个方面。
当代先锋建筑师的研究理论中也频频出现诸如欧式与非欧几何、莱布尼兹与牛顿、投影几何与拓扑几
何、黎曼流形、量子力学与蝴蝶效应、细胞自动机等科学术语。
　　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全球化、数字传媒、非线性科学的影响，建筑学从设计到建造的全过程在
很大程度上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建筑师开始探索当代科学概念下的复杂建筑、数字建筑以及未来建筑发展的可
能性。
建筑师开始了同时驾驭科学与艺术的进程。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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