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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返璞归真，天人融会，当代建筑美学同传统的建筑美学在研究内涵、重心和审美视角上已经大相
径庭，其视野所及已远非只是狭义的建筑之“美”了。
20世纪20年代那场世界范围的建筑革命深刻地触动和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建筑美学观念，也彻底地改变
了全世界建筑的面貌，其意义是划时代的，审美旗帜也是无比鲜明的；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建筑审
美则彰显了主观主义思潮，导致建筑多元化格局的诞生，由此引发出了建筑美学领域中审美视野、审
美意识和价值取向的重大转变。
这些变化需要从当代哲学发展的深层次、新观念和新方法去探索和反思，因为建筑美学的转变是世界
哲学文化大环境的变化所决定的。
面对日益繁杂、难解的建筑现象茫然无措时，将建筑美学理论走向置于当代哲学潮流的大背景之中，
从人文化趋向的哲学大视野去审视建筑美学，方能高屋建瓴，不失偏颇。
　　在美学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美学随着哲学的演进一直在跌宕变化。
而作为主体的人对世界的感悟和思索的哲学，常常历时地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形态：第一是哲学本体论
，探求的问题是世界本质是什么?核心范畴是存在；第二是哲学认识论，探求的问题是这世界是以怎样
方式存在着?核心范畴是真理；第三是哲学价值论，探求的问题是世界对人的意义是什么?核心范畴是
价值。
与此相应，在上述三种哲学基础上便可以建立起三种不同的美学理论：本体论(客体论)美学、认识论(
主体论)美学和价值论美学。
　　本体论哲学演绎了美是一种不依赖人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的客体论美学，客体论建筑美学认为建筑
美存在于建筑自身，是一种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建筑客观属性，产生于建筑空间形式，表现在建筑的
比例和谐、完整统一，或因表达先验的精神理性，而具有超主体性。
客体论建筑美学雄霸于建筑领域直至20世纪60年代，至今影响巨大。
　　解释学、解构主义和主观主义唯我论等主体性哲学催生了主体论建筑美学，认为建筑不依赖人而
存在，但建筑的美却依赖于人，是人类进行审美活动的结果，建筑美与不美取决于人，由审美主体的
人说了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筑美学领地急遽地朝客体论相对的审美主体方向发展，各种建筑风格、流派纷
至沓来，导致建筑美学价值标准的迷失，出现了美与丑等量齐观的混乱局面。
　　当代哲学价值论、现象学及存在主义等人文主义哲学演绎了价值论建筑美学，它改变了客体论和
主体论美学的基本理论立场，即不再从客体论、主体论而是从价值论范畴来探究审美对象、美和审美
经验等问题。
价值论建筑美学认为建筑之美既不取决于建筑客体，也不取决于主体，而是存在于主、客体等构成的
复杂价值关系之中。
建筑美学价值的本质就在于建筑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是否同主体的结构、尺度、需要相符合、接近或一
致，如果相接近或一致，人就产生心理的认同或共鸣，建筑则具有美学价值，反之则无。
建筑美学价值包括物质和精神(或技术和艺术)两个层面，物质层面的建筑美学价值是建筑是否适合于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理需求，是否满足使用者的各种活动和身体结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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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当代人文哲学和美学理论的相关成果，重点从艺术美学价值（精神层面）的视角阐述高层建
筑的美学价值，包括高层建筑的城市美学价值及其艺术体验、科技美学价值与艺术形象、数学美学价
值与美学形式、雕塑美及其艺术摹现、空间形态及其美学展现、模糊美学价值与形式蕴涵、政治美学
价值与艺术表达、高层建筑的负面影响及其反思，以及高层建筑的当代审美趋向，涉及分形美学价值
与人文艺术展现、信息论美学价值与艺术表意、生态美学价值及其艺术形态、反形式美学与高层建筑
的奇特美学价值及表现。
    本书可供建筑设计、建筑研究人员阅读，也可供艺术、美术等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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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哲学为文化建立起一套阐释系统，任何文化形式都是以一定的哲学作为根基，为文
化行为提供根基性的依据和标准，作为审美文化的建筑美学亦如此。
中国古代《易经?系辞上》里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对建筑美学而言，“道”是隐藏在建筑美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的本质，是美的“形而上”的学问
，并且是深入建筑实质性的方面；“器”就是塑造具体建筑对象美的方法，因而“形而下”就是研究
建筑美的形成和方法，具有操作性。
故建筑美学既是建筑的“形而上”，又是“形而下”的学问，在这两部分中，结构性的本质是其重要
方面。
孔子在《论语?为政》里曰“君子不器”，就是要求研究工作不要拘泥于雕虫小技，而要把着眼点放在
宏观整体上，对建筑美学的研究亦如此。
　　1.1　哲学的发展与建筑美学的嬗变　　在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美学随着哲学的变迁一直在
跌宕变化，不同的哲学就有根植于它的不同美学。
而作为主体的人对世界的感悟和思索的哲学，常常历时地或共时地表现为几种不同的形态：第一，世
界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哲学本体论，核心范畴是存在；第二，世界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着？
对这个问题的哲学回答就是哲学认识论，核心范畴是真理；第三，世界对人的意义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哲学思考就是哲学价值论，核心范畴是价值。
这三个问题彼此不同，但有机联系。
与此相应，在上述三种哲学基础上便可以建立起三种不同的美学理论：本体论（客体论）美学、认识
论（主体论）美学和价值论美学。
　　本体论哲学演绎了美是一种不依赖人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的本体论美学。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一方面轻视客体的感性特点而认为美在于数的和谐，在于事物的理性内容符
合数的观念，把抽象的、先验的数看成美之根本；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具体事物的美是体现数的和谐的
事物的感性形式，美是形式的和谐。
故“规则与比例都是美的和有用的，而不规则与无比例则是丑的和无用的”。
古代西方人把这种哲学美学巧妙地表现在神庙建筑上，和谐统一、端庄秀丽的古典建筑完美地体现了
本体论美学思想，显示出古代西方建筑美学的永恒魅力，这种作为主流的传统建筑美学观念历经古罗
马、中世纪、文艺复兴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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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层建筑的美学价值与艺术表现》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
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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