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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世界，要解释当代建筑现象，就必须研究这
两个主要社会背景。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对跨文化建筑传播现象的研究正是研究当代建筑学的重要领域。

由刘晓平编著的《跨文化建筑语境中的建筑思维》的核心工作就是依托文化传播理论、全球化理论和
跨文化传播理论成果，从较宽广的视野来建构跨文化建筑现象研究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既能为认识当前跨文化建筑现象提供新的认识论，又试图为建筑学领域提供有价值的设
计方法和评价体系。
作为价值论（篇章），《跨文化建筑语境中的建筑思维》最后围绕“建筑传播话语权的创新基础”探
讨了我国建筑相关机制创新等策略性课题。
本书适合建筑规划专业师生作为当代建筑研究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为城市建设相关部门的领导和专业
人员认识当代建筑文化提供重要参考路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跨文化建筑语境中的建筑思维>>

作者简介

刘晓平，男，1971年9月生。
苏州大学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硕士生导师，建筑规划系系主任。
厦门大学建筑系工学学士，东南大学建筑系建筑学硕士，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
在现代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15年，获全国及省级以上奖项十余项。
2008年获上海市勘察设计协会“最具大师潜质的青年建筑师”荣誉称号。
在作为建筑师实践的同时，长期从事学术探索，在建筑核心刊物发表论文近40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跨文化建筑语境中的建筑思维>>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依据和背景情况
  1.2  国内外在该研究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1.3  本文研究问题域的界定
  1.4  课题研究目的、理论意义
  1.5  课题研究框架
第2章  全球化语境：当代跨文化建筑传播现象考察
  2.1  开放——跨文化建筑传播的背景
    2.1.1  跨国资本地产投资的全球化趋势
    2.1.2  建筑实践的全球化和建筑师交流
    2.1.3  建筑媒体传播的全球性和同步性
    2.1.4  建筑技术和材料的全球推广
    2.1.5  境外设计在中国的反馈
  2.2  转型——市场化的经济环境
    2.2.1  市场化转型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2.2.2  建筑商业化与传播宣传
  2.3  突围——建筑师的主体意识表现
    2.3.1  针对全球化的主体意识
    2.3.2  针对商业主义的主体意识
    2.3.3  全球化传播与中国建筑师的主体意识
  2.4  本章小结
  附录A  三谈机遇与挑战
第3章  文化传播理论与建筑文化传播
  3.1  文化的传播性
    3.1.1  文化与传播的关系
    3.1.2  文化发展与传播
    3.1.3  文化传播的特征
    3.1.4  文化传播理论发展
  3.2  文化传播与对话理论
    3.2.1  对话关系
    3.2.2  主体间性或主体通性
    3.2.3  对话过程
    3.2.4  对话的原则
  3.3  建筑文化传播的历史回顾
    3.3.1  文化传播历史回顾
    3.3.2  古代东西方建筑艺术的传播
    3.3.3  近现代跨文化建筑传播
    3.3.4  当代跨文化建筑传播
  3.4  本章小结
  附录B  倾中外设计名师，造传世精品美筑——“苏州旺山六境”项目启动国际研讨会
第4章  全球化理论与跨文化建筑现象
  4.1  全球化理论发展与跨文化建筑现象
    4.1.1  全球化：理论与现实
    4.1.2  “文化霸权”论与跨文化建筑传播
    4.1.3  “全球地方化”与跨文化建筑传播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跨文化建筑语境中的建筑思维>>

    4.1.4  “生活组合建构”与跨文化建筑创新
  4.2  全球消费社会与建筑传播趋向
    4.2.1  消费主义与建筑消费倾向
    4.2.2  大众文化的特性与建筑传播
    4.2.3  全球化建筑传播中的大众文化效应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跨文化传播理论和跨文化建筑现象
  5.1  跨文化传播理论概述
  5.2  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
  5.3  跨文化建筑交流宏观视野
    5.3.1  “文化的全球化”
    5.3.2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批判
    5.3.3  资本与需要：全球化商业与跨文化传播
  5.4  跨文化交流发展的动因
    5.4.1  他者作为自我文化猎奇欣赏的对象
    5.4.2  他者作为自我文化烘托陪衬的对象
    5.4.3  他者作为自我文化否定批判的对象
    5.4.4  他者作为自我文化认同利用的对象
  5.5  跨文化建筑传播的特性
    5.5.1  跨文化建筑传播中的同化融合现象
    5.5.2  跨文化建筑传播中的资本市场规律
    5.5.3  跨文化建筑传播中的文化优势规律
    5.5.4  跨文化建筑传播中的增殖创新
    5.5.5  跨文化建筑传播中的变迁重构
  5.6  本章小结
第6章  建筑跨文化传播理论建构与解析
  6.1  建筑跨文化传播理论背景
  6.2  建筑跨文化传播的伦理建构
    6.2.1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
    6.2.2  跨文化伦理的相关概念
    6.2.3  伦理建构——跨文化传播伦理
  6.3  建筑跨文化传播的范式
    6.3.1  范式——作为学术思维的方式
    6.3.2  跨文化建筑传播的范式
  6.4  本章小结
  附录C  解读当代中国现象的误差——与美国学者关于上海“一城九镇”的通信
  附录C1  解读“一城九镇”的实践意义与启示
  附录C2  故乡与异乡——城镇环境形象创新的一种思路
第7章  建筑跨文化传播评析
  7.1  批评视野：中国建筑跨文化传播实践
    7.1.1  “传播与发展”和“文化帝国主义”范式批评
    7.1.2  “全球文化多元主义”范式批评
    7.1.3  “地域认同的塑造与再塑造”范式批评
    7.1.4  “文化的商品化与传播”范式批评
  7.2  他山之石：外国的建筑跨文化传播考察
    7.2.1  日本建筑设计的跨文化传播
    7.2.2  意大利和法国的建筑跨文化传播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跨文化建筑语境中的建筑思维>>

    7.2.3  荷兰建筑设计的政策与建筑传播
    7.2.4  全球化语境中的建筑传播策略
  7.3  本章小结
第8章  跨文化建筑设计思维模式与评价
  8.1  文化的传承与杂交
  8.2  跨文化建筑思维
    8.2.1  关于发扬民族文化的思维
    8.2.2  关于地域文化继承创新思维
    8.2.3  关于片面追随西方潮流思维
  8.3  跨文化建筑思维的人文逻辑
    8.3.1  跨文化社会审美心理
    8.3.2  跨文化建筑思维的史观逻辑
  8.4  著名建筑师的跨文化建筑思维
  8.5  跨文化建筑设计模式
    8.5.1  “化合”模式
    8.5.2  对比并置模式
    8.5.3  衍生变异模式
  8.6  跨文化建筑设计实践评价
    8.6.1  跨文化设计思维的层次
    8.6.2  跨文化设计的评价标准
    8.6.3  “一城九镇”跨文化设计实践评价
    8.6.4  “山水新镇”等实践作品案例
  8.7  本章小结
  附录D  理解文化感受——卢斯鲍密斯特对戴维齐普菲尔德的访谈
第9章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与建筑创新
  9.1  全球化时代的建筑观
    9.1.1  当代建筑学的全球化背景
    9.1.2  建筑学的发展和再定义
  9.2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观：城市文脉发展观与城市特色
    9.2.1  全球化影响下的城市——理解和面对
    9.2.2  城市文脉与城市发展——延续与创新
  9.3  话语权：全球化传播与创新
    9.3.1  全球化传播与创新
    9.3.2  建筑教育机制创新
    9.3.3  建筑师的状态机制问题与创新
    9.3.4  外部机制环境与决策意识创新
  9.4  本章小结
  附录E  新旧对比中的文脉表达——欧洲的案例
总结语
图表索引
致谢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跨文化建筑语境中的建筑思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