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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文集共收录建筑学专业学术论文104篇，论文作者为全国各高校建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所收录论文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论文摘要与论文全文的两轮评选，论文内容涵盖“建筑——全球化
背景下的中国建筑理论与实践”、“规划——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规划与区域发展”、  “景观——
生态文明观念下的景观规划与设计”、  “历史——现代化语境中的建筑历史与遗产保护”、“技术
——高科技发展下的建筑设计与建筑技术”五个主题，反映了作者在上述专业方向的理论思考和实践
探索，其中不乏对于当前建筑学领域内热点问题与前沿问题的研究。
本书对于建筑学、城市规划、景观学等领域的学生与专业人士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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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筑：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建筑理论与实践浅论建筑美学中的“崇高”观念随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艺
术运动的发展，美学艺术呈现出一幅世纪末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中，古典的美学和艺术哲学仿佛被彻
底埋葬了，这种状况令我们自然想起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预言。
从“适用、坚固、美观”三原则到“形式、功能、意义、结构、文脉、意志”等现代性的六大范畴，
建筑学与哲学紧密结合的结构不断受到挑战，建筑的美学范畴变成一种复杂的建筑理论，它囊括了功
能的、形式的、社会的、历史的和意志的等等范畴，甚至随着微小的兴趣的因数而发生波动。
现代艺术由此找到了自己的动力，多视角的理解和修辞学的参与使得话语权的归属捉摸不定，建筑内
在的规律性被各种“阐述方式”所代替。
例如，在“重写现代性”的口号下，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观点来看，对于建筑的美学评判，早已失
去了惯常的原则与标准；一边解构主义者从德里达的相关哲学范畴中汲取美学思想：一边先锋派游走
于孤独和媚俗之间，宣称开启了崇高美学的新的意义等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先锋派的实验艺术却始终以瓦解古典艺术的方式复活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话语
。
试问，艺术终结了吗？
当“兴趣”可以放到哲学的一般思想层面，那么，古典的原则还能在多大程度和意义上束缚住明星般
建筑师的“天才”？
当“奇观”、“畸形”、“尖声惊叫”的建筑仿佛作为功绩碑般地竖立起来，在为消费社会的成功和
繁荣而尽情欢呼的时候。
那么，“美”在今天对于建筑艺术是否还具有最高的、终极的意义和真理？
在西方美学中，自朗吉弩斯。
开始对崇高美学关注开始，至近代博克、康德等思想家的理论中，“崇高”得到全面论述并成为一个
完善的美学范畴，成为仅次于“美”的重要概念。
20世纪后期崇高的美学成为建筑理论的范式之一，“崇高”的内涵发生了位移，实现了它的现代转向
。
对“崇高”的重新考虑可以使建筑理论获得重新定位，并超越了当前风行正茂的形式主义。
崇高，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美学形式。
美的字眼总是同形式发生关系，而崇高却可以依赖“非形式”（包括无形式、畸形）。
所以说，丑的、格格不入的东西也可以以一种特殊的崇高来抵抗我们的判断力。
崇高包含了畏惧，但更包含了征服的快感，所以崇高被传统美学看作美的一个类型——壮美。
在艺术家看来，崇高就是心灵的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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