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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首先从宏观的角度，以数字时代、生态时代人类面临的严峻资源和环境危机为背景，以科学技术
的发展为主线，以建筑技术理念的生成发展为切入点，从哲学的高度深刻剖析了20世纪的哲学思潮以
及技术的哲学本质、价值和技术文明，并系统地分析了技术观和发展观的两大走向以及对技术的多元
批判，指出当代人类决不是简单地抛弃现代科技文明而回到原始洪荒时代，而是要促进科技的人性化
以及科技、生态、社会和文化的谐调发展，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哲学思想上
的基础。
    其次，通过对高技派建筑（狭义的高技术建筑）的求本溯源，回顾了近现代建筑发展中的高新技术
及其影响，阐述了现代主义的技术理性思想及其美学观。
根据技术哲学对技术的研究以及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相对应的三次建筑技术革命，将高技派建筑的发展
界定为本原阶段、异化阶段、软化阶段和复归阶段共四个阶段，重点探讨了高技派建筑在异化阶段和
软化阶段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技术背景和人文背景，系统而详尽地剖析了高技派建筑在异化阶段
和软化阶段的具体表现、本质特征和美学观，指出当代高技术与高技派建筑复归的道路——数字化、
生态化趋势，为本文的研究建立了逻辑结构。
    再次，以生态学及生态系统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特征为研究的起点，概述了生态学的学科分支、研究
方法及城市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
系统地分析了早期朴素注重生态的建筑设计理论和实践，深刻地剖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全球性的
绿色运动以后）“生态决定论”类型和“技术决定论”类型注重生态的建筑设计理论和实践对当代生
态建筑设计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在上述三项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系统的生态建筑观及其相应的宏观生态策略框架，并以此为
依据进一步建立了中观层面的生态建筑设计原则框架，认为生态建筑的普及与推广必须从“浅层”的
技术和经济层面走向“深层”的价值和制度层面，指出当代生态技术与生态建筑的发展呈现出高技化
、数字化趋势，为本文的研究建梅了理论平台。
    最后，通过分析数字技术在当代建筑领域的广泛运用及其影响以及数字技术在当代生态建筑设计中
的广泛运用及其影响，探讨了当代建筑在数字技术革命、生态技术革命中的演进，并进一步系统地分
析了当代高技术生态建筑及多元化探索，前瞻性地指出在当代数字技术、生态技术和建筑科学技术融
合的趋势下，数字时代、生态时代的数码建筑（数字建筑）、生态建筑和高技术建筑通过融合的技术
手段走向了“三位一体”的融合道路，为本文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建立了高技术生态建筑的两大理论框架——技术体系和研究体系的
理论框架。
总结性地倡导并指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技术作为“一种拯救的力量”使得高技术生态建
筑成为人类面对当今和未来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危机的一种积极、理性的探索，无疑是人类文明、科学
技术与建筑进步的具体体现，必将成为当代和未来建筑发展的主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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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绪论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可持续发展仍然是本世纪的主题，尽管国内国际把21世纪称为
生态世纪，然而我们正加速向‘信息社会’迈进，‘数字经济’、‘数字地球’、‘数字城市’的口
号已不绝于耳，它标志着生产力极大提高，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法，但并不是文明进步的
全部含义⋯⋯”——吴良镛　　1.1 研究背景　　1.1.1 信息社会的来临　　始于20世纪中叶的信息1革
命来势迅猛，从它诞生之日起，已经显示出比工业革命更深远、更强大的威力；20世纪80年代国际互
联网给全世界带来更大的冲击，使这一浪潮像一场风暴再一次迅猛地席卷了全球。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这次变革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人类所不曾经历的，它对整个社会影响将比历
史上任何一次浪潮的影响更为迅猛与深远。
从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Toffler）所著的《第三次浪潮》中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的
发展过程中曾经掀起过三次产业革命的浪潮：第一次是由“农业革命”开始的“农业文明浪潮”，历
时数千年；第二次是由“工业革命”开始的“工业文明浪潮”，历时不过三百余年；第三次是正在进
行中的“信息革命”3形成新的文明——“信息文明浪潮”，预计几十年即可完成。
这次革命是由信息技术的迅速变革而引起的，并正加速进行着不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创新，深刻地改
变着人们赖以生存的信息环境和物质环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技术生态建筑发展历程>>

编辑推荐

　　《高技术生态建筑发展历程：从高技派建筑到高技术生态建筑的演进》是在当今数字时代、生态
时代对解决资源和环境危机在建筑发展方向上的一种积极、理性的探索研究，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本文以生态学及生态系统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特征为研究的基础，建立了科学的、系统的生态建筑观及
相应的宏观生态策略框架，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建立了中观层面的生态建筑设计原则框架，指出当代
生态技术与生态建筑的发展走向高技化、数字化的道路；系统地建立了高技术生态建筑的两大理论框
——技术体系和研究体系的理论框架，积极倡导当代高技术生态建筑共生饿得理性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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