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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兼具艺术与生产的双重性造成了一种对立的幻象：在艺术史和建筑美学的范畴内，建筑样式
是建筑师的风格特征和表现手法：而在社会吏和社会学的范畴内，表征为艺术的建筑样式却是各种阶
级性利益的载体。
以马克思王义的生产关系学说为基础去解析建筑生产关系的形成与演化的历史性进程，隐藏在建筑艺
术背后的真相便昭然若揭--建筑样式不仅是一种符号工具，它也是权力意志的代言人。
建筑的艺术生产遵循着象征的逻辑，常常表现为符号的支配与控制。
　　《样式的对策：建筑的符号生产及象征的逻辑》试图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把建筑艺术从建筑
史的范畴中抽离出来，纳入到社会学的视野之内，从而迈向一种建筑艺术的社会学，其目的就是要透
析建筑生产关系的发展史，揭示不同的社会条件与建筑样式演进的辩证关系--以显示各种具体社会情
境中的复杂对策--建筑样式是如何被观念所渗透，又是如何被策略性运用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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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原，1964年出生于桂林。
早年学习美术，分别于1984年和1990年在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取得本科及硕士学位。
在艺术经纪和设计领域有多年实践经验，后转向建筑学相关历史与理论的研究，2004年在华南理工大
学建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现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艺术设计学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0年以来，主要从事以建筑、城市、当代艺术为主题的文化研究、艺术批评和观念艺术的创作
活动。
研究的重点包括建筑社会学、现代中国的视觉文化和艺术经济学等诸个领域。
在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时，也参与城市形象策划、景观设计与公共艺术创作等社会实践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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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界之窗”难道不是一个构造大众与艺术品关系、创建一个符号共同体的现代实例吗？
既然建筑是人类生活的容器。
几乎所有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行为或多或少都必须与不同类型的建筑物产生关联。
实际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建筑化”的社会。
建筑的历史对应着的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历史。
它们是这条漫长的历史路径上的路标。
也是各个历史阶段的形态证据。
要挑选最典型化的符号来直观展示整个世界的意象，还有什么比把宏伟的历史建筑集中、浓缩在一起
的更好的途径呢？
　　在“世界之窗”内，虽然各种闻名遐迩的建筑物都被按比例缩小，有些小到我们甚至可以俯视那
些人类在历史上所生产出来的最庞大的“人造物”。
观者被这些建筑带入了文化历史的氛围之中，并受到这些建筑／路标的暗示--在意识中主动拼合出文
明世界的外貌。
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建筑模型已不仅仅是代表着整个建筑历史上的典型建筑，它们既是各种具体的建
筑样式，同时又早已超越出了建筑自身的范围。
因为，它们在向所有的观者昭示着人类世界的文明和成就。
“世界之窗”使建筑的这个功能一览无遗--建筑具有精神形态，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不过我们再认真想想，在这个建筑的“嘉年华会”里，虽然观者可以由建筑而联想到文明的成就
，但是他们真的看到了建筑吗？
　　我并不想否认“世界之窗”确实可以唤起人们对于建筑、历史和艺术的无限遐想。
但有一个很恰当的事实却告诉我们：一个“建筑的迪斯尼乐园”给予人们的仍然不过是由一系列建筑
模型所构成的新奇娱乐而已。
显然，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历史上最宏伟的建筑模型被并置于同一个景区之内，其距离之近简直就像在
召开一次盛大的建筑模范代表大会。
不过真正的建筑却并没有亲自到场。
真正的建筑，不论是金碧辉煌的明清故宫，还是雄伟壮观的金字塔，我们甚至连想象它们到场的勇气
都没有。
那可是多么疯狂的念头。
在一个以生产游乐快感为主要产值的主题公园内，参观游览的人们走马观花地从一座建筑模型走向另
一座建筑模型，在逼真的背景衬托下，模型与真实的建筑物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
一方面人们心里都很清楚，无论是多么精巧的复制模型，也不是现实中的建筑，那仅仅只是模型而已
；另一方面，面对着这些沉默无声的“替身演员”，又会有谁去严肃认真地追究模型替身与真实建筑
之间的反差来呢？
我们看到了伟大建筑的“模型替身”已足以使我们产生了那种“与文明历史同在”的虚拟感觉。
　　无论怎么说，要认识那些“著名”的建筑一点也不难做到，“世界之窗”的实践告诉我们，作为
观察者去正确地区分建筑物的外观形象是非常普遍的能力。
越是具有典型性的、著名的建筑，其外观形象就越是易于识别。
所以，外观形象完全可以从真实的建筑物身上“剥离”下来，这就是复制。
一旦我们要对建筑物加以复制，正如“世界之窗”所做的那样，复制的重点是外形--从样式到样式的
复制。
对于观察者而言，一切表现在真实建筑中的所有物理性状特征，诸如材料、功能、体量等等，在复制
中都可以被取消。
仅仅通过外观样式的复制，就能引导观察者进入到建筑认知的情境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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