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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十年来，建筑思潮和建筑创作进入了多元化时代，众多“千奇百怪”的建筑形式纷纷出现，
众多外国建筑师的作品在中国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中纷纷亮相。
在国内，有一段时间，一些最重要的国家级项目和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的方案设计任务，几乎都被外
国建筑师拿走。
他们做的设计真是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
此种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包括建筑界）的各种议论，责难声有之，赞扬声亦有之。
这本是件正常的事，不足为奇，但对中国建筑师来说，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却是一件有深刻
含义的事。
我以为，对上述现象的认识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将影响中国建筑师今后建筑艺术创作的方向。
　　对于上述现象，社会各界（包括建筑界）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
法和观点。
譬如说，有的人认为中国建筑师技不如人，设计水平不如人家高；有的人认为中国建筑师缺少想像力
，形象思维不如人家；有的人则认为国内一些领导和决策者有崇洋媚外思想，只要是外国建筑师做的
方案就是好的，即使看不懂也认为是好的；有的人认为这牵涉到体制问题，长官意志在方案决策中起
了决定性作用，没有科学和民主的方案评审制度；有的人则说这是外国人在忽悠我们的政府和老百姓
，让我们烧钱为他们种试验田⋯⋯当然，也有不少人则认为这没有什么，这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
中必然会碰到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应该总结些什么，应该学会些什么⋯⋯对于以上种种议论
和看法，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详细评述了，对那些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将会在本书第一章中
予以涉及和研讨。
　　自从1998年年底中国国家大剧院项目进行了国际设计方案招标（竞赛）以来，差不多我国各大城
市最重要的国家级大项目或城市标志性重大项目都进行了国际方案设计竞赛（或招标），事实是，几
乎绝大部分的上述项目的建筑实施方案都被外国建筑师抢走，而国内各大设计院大都只能成为设计合
作伙伴（主要负责初步设计和施工图）。
这说明这些年来我国建筑师在建筑设计方案创作上遭到挫折，我本人对这些亦有深刻体会。
同时，这也激发了我和我的设计团队（一群有思想有追求的年轻人）开始反思：究竟我们受挫的原因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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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了当前国际建筑创作思维动向。
首先引出对100年来国际建筑设计思潮发展演变的思考，即新艺术运动→现代建筑理论→后现代主义→
晚期现代派→多元化时代，尔后展开讨论，并对当前国际建筑设计多元化时代设计思维进行了概括：
非线性思维、超三维空间理论、表皮理论、逆向思维。
随后具体就这几种思维模式分别进行诠释和案例分析。
最后对武钢博物馆设计进行了简介，总结了其设计思维表述。
可以说，这是一本针对设计思维的理论探讨，也是作者多年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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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什么原因，近年来“理念”这个词在我国用得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根据近年来我国社会上常用词的通常认知情况来判断，“理念”实际上是一种诉求、一种
愿望、一种期待的目标，确切地说是一种文化诉求、技术诉求、社会文化心理诉求乃至政治（政策）
的诉求。
譬如我们常在项目招标文件或者设计任务书中看到，也常常在领导、专家们的发言中听到，建筑师应
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绿色环保”的理念、“弘扬传统历史文化内涵
、体现地域特色”的理念等等。
其实，这些理念，都是一种诉求和良好的愿望，这些都具有普适性的原则，任何一个设计，都应当努
力做到这些。
这些理念（或原则、精神），可以用来评价一个设计的水平乃至其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前瞻I生。
但是，他们和设计的创新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建筑师接受并且树立了这些理念，也未必
一定能做到设计创新。
可见，光有理念是不会导致设计创新的。
　　我们同样也经常听到或看到这样的话：“要建立新理念”、“这个方案理念比较新颖”等等。
这又是一种含义模糊不清的话，理念无所谓新不新，因为它们是具有普适性和普时性的，譬如上面谈
到的一些理念，根本就没有过时这一说，它们永远都是正确的，或者是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
　　1.3 设计思维　　设计思维不是一种概念，也不是一种原则、方针之类的东西，也不是一种理念，
而是属于设计方法、设计思路层面上的东西，是一种引导这个设计从何处着手、往哪个方向、按什么
套路去做这个设计的思想方法问题。
　　设计思维和时代背景以及建筑理论体系有极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建筑理论体系
都会导致不同的设计思维，其结果就会产生出不同的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
在阐明我们的观点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先提及近现代一些主要的影响较大的建筑理论体系，当然，
系统地讲清楚和解释清楚这些理论体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在本书这一章中就能写清楚的
，我们在这里只能是简要的提及并略加注解，目的是讲清楚这些理论体系的主要倾向是什么，哪些理
论体系至今对我们设计还能有用，这有助于阐明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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