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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同济大学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建筑教学开始走上正轨，长期处于政
治批判漩涡中的外国建筑历史课程也得到了恢复，并受到一定的鼓励。
这对我这个长期教授西方建筑历史的教师来说，是教学生涯与学术生命的一个新生，不仅是建筑思想
开始从长期禁锢、心有余悸的状态中走出来，而且还获得了前往欧美国家访问的机会，能够亲身体验
那些曾是那么“熟悉”却又无法谋面的著名建筑作品，甚至还在学术活动中结识了一些著名建筑师和
历史理论家。
　　亲历国外访问考察收获很大，当时最触动我的不仅是发达国家中引领世界建筑设计潮流的作品，
更吸引我的是，战后建筑学术流派的缤纷呈现、思想活跃，连第三世界的非洲也在探索自己的现代建
筑，理论学说的多元态势让人深感其学科的包罗万象和发展活力。
于是我如饥似渴地抓住每个可以考察体验的机会，并立下了回国后要把自己的心得向学校学生与社会
汇报的决心，以使广大学子了解发达国家建筑发展的进程，这对活跃国内的建筑思想和创作也是很有
必要的。
事实上，当时有机会了解西方建筑的兄弟院校学者也在作同样的努力。
　　回来后，我第一次向学校汇报的题目是“美国大学建筑教育考察”。
当时（1981年秋）系里十分重视，不仅是领导，几乎所有的教师都参加了，连校部也来了人。
我大受鼓舞，接着便一口气整理了八个面对师生的课余讲座，内容有：西方第一代、第二代与第三代
的建筑师与他们的主要作品，关于高层与大空间建筑的发展，关于一些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城市广场
、城市雕塑、购物街与购物中心的介绍，以及一些新的建筑技术，如充气建筑、建筑中的太阳能利用
等。
当时协助我工作的是蔡婉英副教授，我们把这些讲座称为“八讲”。
　　随着建筑系研究生数目的曰渐增加，面对年轻人迫切关注世界建筑发展动向和积极学习理论的热
情，我萌发了一个想法：要为研究生开设一门较为深入地了解西方现、当代建筑思潮和建筑理论动态
的课程，希望通过对西方建筑思想与实践的深度学习，引导他们对我国自己的建筑、以至对世界建筑
发展的进程的关注与思考。
这样，从1983年起，就建立了以西方现、当代建筑及其理论为基础的、被称为“建筑历史与理论”的
课程，最初是选修课，后来成为全学院研究生的一门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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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文集来自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为研究生开设的当代西方建筑理论课程，其中收入了西
方一些著名建筑历史理论家在这个课堂里的精彩演讲，也汇集了国内外多位学者为这门课程带来的丰
富内容，旨在开展对后现代时期一些重要建筑理论与建筑问题的深入学习与讨论。
文集强调当代建筑理论的多维视野和多元思想，关注建筑理论的基本途径和思维方式，以此引发对中
国建筑状况的批判性思考和学术思想的活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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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恰似春日暖阳下冰雪消融，薄雾升腾，西方世界的“热”建筑从神话、礼制和凝滞不变的部落社
会统治的冰层下浮出了水面。
应该说，建筑越是僵化，现代社会的效率和经济最优化思想就越是难以呈现。
然而，不管是对于我们生活的时代，还是对于我们的祖先，人类自身、或来自血缘、或传统固有的纽
带关系又总是在和谐（Harmony）与纯净（Purity）的名义下呈现出来的，而正是这种关系在形成建筑
设计法则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他超越陈旧价值视野的种种热情被激发，“热”建筑的兴起过程错综复杂，
其间各种事件会以决裂的、互补的、逆转的以及跳跃的或相对持续有序的形式而共存与互动。
这是一次认知上的协同革新（a cognitive‘co-revolution’），是一张在同一时间的众多地方——如宫
廷、寺院、府第、别墅、学院和工场——发生的既具革命性又相互缠绕的各种变化的大网，是一场颠
覆统治了8个世纪之久的陈旧设计思维（archaic：design mentality）的伟大运动。
然而，“热”建筑自身的内在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既是精确严密的科学，又有天马行空的想
像；既受效率观念的驱使，又要追求奢华与美学的愉悦；既渴望冒险的体验，又包含批判的省思；既
追求全球的普适性，又不放弃地域身份的表征；既有集权力量的体现，又要为被剥削和被压迫者获得
解放。
　　要了解“热”建筑的特点，就需要认识“热”建筑产生之前的基本状况，即原已存在的空间思考
的系统化方式（systemanzation of spatial thinking）、建筑形式的分类方式（establishment of formal architec
：tural categories）以及这些方式是如何组织建筑和建筑群的孕育、构思和建造的。
还是以西方世界的发展历程作为线索，但我们不涉及关于这个制度系统起始的一些细节和争议，而是
回到一般的认识。
就是说，约在公元前6～前4世纪，在地中海的希腊地区（很有可能也包括埃及和地中海东部的其他地
区），形成了以“数”和“形”（number andform）——却较少涉及“尺度”和“材料”（size and
material）——来建构的、关于宇宙间各种空间事物和空间关系的抽象逻辑体系。
这个系统的形成过程就是：将已有地方建筑从其原初的意义和用途中剥离出来，并对其古老的创作与
习语进行吸收、再用和重组。
这一原创成果被罗马人继承，逐渐传播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发展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建筑。
这是罗马人的一种帝国式的发展方式，与他们发展法律的情形很相似（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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