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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现代建筑思潮研究丛书第一辑”五册出版后，时隔四年，第二辑五册也结集出版了。
这套丛书总体定位的现代建筑，意指20世纪以来，直至今日建筑主流的发展方向。
而建筑思潮指的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一定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建筑领域
所发生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潮流和创作倾向。
为理论家、评论家所界定并为人们所接受的“主义”，实际上并没有确切的概念定义。
它们之间有些存在着悬殊的大小之别，大者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者如装饰主义、地域主义等
。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
”（歌德浮士德）因为任何理论，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
复杂情况。
任何学科的分类都是人为的，其目的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寻找出  定的规律性，便于人们
去研究与发展。
现代的、开放的史学观，就是要从无数事实中选择某种事实，再对选择出来的事实进行某种组合，并
对组合起来的事实给予某种解释，也就是对事实进行选择、组织、解释。
对于现代建筑思潮的划分与研究，目的是要探源归类，梳理脉络，细致入微地探究现代建筑创作群体
及其建筑创作理念、建筑创作方法和建筑作品。
肇始于欧洲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使科学的精神在社会生活的  切领域中
受到全面的推崇。
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和科学主义思想基础上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主要特征表现为功能上的
实用主义（即功能主义）和形式上的纯粹主义（即形式主义）。
20世纪诞生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理论，彻底冲击了历时三百年的牛顿经典力学构筑的传统的理性世界
，物理学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20世纪后半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基本上是在物理学革命的概念框架内进行的。
原有经典科学强调的自然客体的普适性、永恒性和绝对性的世界观被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所替代
。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强烈地震憾了人们的心灵，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神话
的破灭，使全世界的人们从19世纪的“科技神话”中惊醒过来。
另外，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的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信仰危机等等，拉响了
科学危卡几的塾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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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了现代建筑发源地之外各个地区的地域性建筑的特点，分为大洋洲海洋主题建筑、南亚次大
陆的阳光主题和低技术主题建筑、西亚的沙漠主题和新技术主题建筑、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宗教主题
建筑、非洲建筑的“神秘”魅力以及拉丁美洲的民族性主题建筑等几个部分展开深入探讨。
分析了如何看待及如何处理全球化中欠发达地区地域性建筑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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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 现代建筑的拓展和地域性建筑的崛起1.1　现代主义建筑的传播现代主义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
，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最终成为20世纪中叶现代建筑的主导潮流。
现代主义建筑可以说是以“功能主义”为主要的设计原则，并且现代主义强调建筑和工业的结合，强
调建筑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这也就同时强调技术在建筑中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建筑的技术和艺术之间，技术决定艺术的表现。
而材料本身的质感、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大体量感和空间意识表现的特征，也是现代主义建筑很注重的
方面。
艺术表现侧重建筑造型的面和体的表现，崇尚功能和结构的美，是有意识地简化建筑的外观造型。
因此，可以说现代主义建筑是根据功能、材料与艺术表现相结合的原则，创造出的一套与古典主义相
对立的艺术表现手法。
首先，现代主义向拉丁美洲扩展。
我们从巴西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建筑作品中，可以明显地觉察到现代主义对
他的影响。
另外，从建筑创作和建筑艺术的角度来看，战后初期的建筑格局和重心改变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筑创作的重心在西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西欧仍然不断有新的建筑
动向，但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建筑却更加的引人注目。
造成这样的原因除了与社会经济条件有关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欧洲许多现代主义建筑师都先后
到了美国，这使得现代主义在美国迅速扩展，其中著名的有格罗皮乌斯、密斯、孟德尔松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末后的20世纪50、60年代，现代主义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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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研究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地域建筑文化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这些建筑的发展并不是世界建筑舞台的
主流，也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文字资料不很丰富，特别是在以欧美为介绍中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这激发了我去探寻其中的道路所在。
今天书稿终于付梓。
感慨万分，其中的每一个点滴都离不开师长和学友们的诚挚教诲和帮助。
首先要感谢导师邹德侬先生。
邹先生以其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为我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构思方法、知识和技能的拓展以及重视建筑-发展的最新趋势等方面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既能尊重学生的想法，又能在关键之处提出重要的建议。
他在事业上不断追求、不断创新的精神让我铭记在心。
他的诸多教诲将是我今后工作和学习的动力。
特别感谢宋昆教授对本书写作给予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感谢他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感谢彭一刚院士、曾坚教授、张玉坤教授、杨昌呜教授、王其亨教授和黄为隽教授提出了许多具体的
、深刻的并富于建设性的意见。
感谢哈尔滨工业大学梅季魁先生的言传身教，他为人师表的风范及在学术、实践两方面的丰厚建树令
我钦佩。
感谢浙江大学杨秉德教授、中国美术学院王国梁教授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布正伟总建筑师、刘丛红教授、戴路师姐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感谢浙江工业大学的孟海宁老师、宋绍杭老师、于文波老师、邰惠鑫老师的支持和帮助。
我的父母和爱人始终给予本人在事业上不懈的支持，他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感到欣慰！
最后，感谢我的女儿，本书的修改过程伴随着女儿的成长。
研究本身也是生命的一种成长方式。
女儿的欢声笑语是妈妈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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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域性建筑》围绕不同地区现代建筑文化发展之路展开，同时阐述了西方建筑思潮对地域性建筑发
展的影响。
我们不仅仅要向西方学习，而且要在东方当代地域建筑创作中运用先进的设计理念、现代的建筑材料
，结合悠久的历史、文化等丰富的本土资源，并强调建筑的节能性、环境性、地域性进行设计。
这对于解决我国的资源、能源紧缺现状更具现实意义。
《地域性建筑》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6年社科普及课题并得到浙江工业大学专著与研究生教
材出版基金资助。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域性建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