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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建筑场研究，涉及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环境心理、美学、信息构架学、风水学
等学科内容，内容较为丰繁。
从概念、构成、特征、实践、意义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和分析，借鉴建筑文化学、建筑美学、建筑
心理学、风水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着重提出“建筑场”理论的构建，有助于对建筑活动意义的理解
，以及对当代建筑实践的指导，更好的实现建筑活动多层面的价值。
     本书适用于建筑专业学生及理论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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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作为建筑场的参与者和体验者，同样存在动态状态。
“城市中动的因素，尤其是人和人的活动，与静的因素同样重要。
我们并不是城市的单纯观察者，而本身是它的一部分，与其他的东西处在同一个舞台上。
”①因此相对于建筑的“静”，建筑场所中的人可以算是动态的因素。
　　人的主观动态性表现为两个方面：①人的生活经验、行为特点、心理机制、审美取向等因素造，
成的人对建筑场体验的差异。
②人对建筑场的体验过程，是以动态为主要方式完成的，多维度、多视角、多感官、多取向地构成了
人与建筑交流的动态性。
　　关于人的动态性，法国思想学家德塞都对待城市体验的观点认为，“行走”是更加贴近城市生活
、贴近城市空间的实践方法。
行走，即最普通平常的动态行为，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城市里那些平凡的实践者，生活在（我们的）‘眼界之下’，生活在‘可视性’之下。
他们行走——这是一种体验城市的基本方式；他们是行人，他们的身体依照着自己写就的但是却不能
去阅读的城市文本的厚薄而起伏⋯⋯”②“在德塞都看来，行走带有‘感情交流’的特征。
行走一方面创造了对场所的空间化组织，一方面也带了感情融入和交汇，因此，行走不应该被简单地
降级为任何一种地图上的线路。
”③　　行走作为一种日常行为，可变因素始终贯穿其中，行走能够使行人经过不同的路线、遭遇不
同的场所。
静态的空间场所，因为人的行走而连缀成一种生动的城市空间景象。
而且，每一次的境遇不同，因而也就产生了由身体创造的不可复制的体验。
　　（二）关于建筑场的观点　　除了建筑场的特征之外，笔者对建筑场还有以下观点，提出供大家
商榷、探讨。
　　1.建筑场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　　本书中所提出的“建筑场”概念与目前许多建筑理论文
章、著作所提到的建筑空间、建筑场所、建筑环境等概念之间是一种复合性的涵盖关系。
　　比如“建筑场”与“建筑场所”或“场所感”的关系，它们之间是有所区别的，主要区别在于，
“建筑场所”或“场所感”主要是指处于某种文化圈中（包括自然地域、文化地域、居住情感等）的
人对建筑空间环境的一种情感认同体验，简而言之，就是人对某种建筑空间环境有文化情感的归属感
。
比如中国不同地区的民居使得民居这种形式具备了“建筑的场所感”。
而“建筑场”则不仅仅是局限于这种建筑文化情感的归属感，它的意义在于广泛的建筑体验范畴。
比如，中国人来到意大利的罗马或是法国的巴黎，那里的城市建筑环境并不会给中国人带来文化情感
的归属感，但是会给中国人带来很强烈的西方建筑文化的建筑体验和认知，这时候“建筑场”的意义
便会呈现出来。
由此看来，“建筑场”与“建筑场所”或“场所感”是有区别的，“建筑场”应该涵盖“建筑场所”
或“场所感”。
但在某种文化认同的情况下，这两种概念就会不分彼此、形成统一。
　　建筑场的内涵与外延涉及建筑空间、建筑场所、建筑环境等，并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
建筑空间、建筑场所、建筑环境等概念在建筑场论述的使用中，是指其事物概念的基本意义，而不能
取代建筑场概念的复合意义。
例如在表述中可以这样说：具有建筑场效应的建筑空间，或者，某建筑环境能够产生积极的建筑场效
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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