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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技术视阈--解读建筑现象与形态创新的新维度》基于历史和当代的双重视角，以建筑技术的全面表
现作为客体考察对象，从建筑技术的历史脉络、建筑技术的本质特征、建筑技术的多元表现和建筑技
术的时代倾向四个方面着手，研究了建筑技术与建筑创作的本质关联问题。
作者指出，创作中建筑师应当把技术构思、技术意识和技术方法上升为一种整体综合的建筑技术观念
，关注建筑的本体建造与组成要素的技术内涵，关注建筑同自然、社会、文化的技术外延，更自觉地
以科学的态度和人文的精神，践行技术的真正使命，达到生态、和谐、永续的理想境界。

黄锰编著的《技术视阈--解读建筑现象与形态创新的新维度》可供建筑学、建筑工程、建筑设备等相
关学科的师生及从业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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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常规的砌体结构体系是由梁板柱等具体的构件结合而成，钢结构体系则是由不同的力学构件连接
形成。
从建筑表现结构来看，创作中往往会根据需要，把某一结构构件强化地表现出来。
从建筑的起源来看，结构形式基本等同于建筑形式，结构构件——屋顶、墙壁等都自然真实地显现。
更进一步地讲，随着建筑自身的发展，开始出现了细节装饰以后，结构形式逐渐与装饰形式成为相互
关联但又不同侧重的两个方面。
　　奈尔维认为在艺术效果和结构、施工的要求之间，存在着某种充分的、内在的契合。
一幢建筑物如果不遵从最简洁和最有效的结构形式，或者在结构构件上不考虑建筑所用材料的各自特
点，那么，要想得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就会困难重重。
例如，柱头和柱础是柱身断面合乎结构逻辑的必要扩大，以便支撑额枋和把荷载更好地从柱子分散到
下部石基上去，同样，檐口、窗头用于保护立面免受雨水侵蚀，同时也分化了荷载；额枋、棋等用于
保持使洞口上方的荷载能够以连续性的力学方式向下传递等。
事实上，古代大部分的建筑细部都是产生于结构上的需要，经过积淀、提炼从而形成了一种模式化的
固定符号。
因此，局部构件表现往往是整体结构表现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在鹿特丹艺术中心的设计中，采用了局部暴露其结构形式的手法，使这座体量
平实的建筑具有了技术表现的细节精致之美。
承重的“工”字钢梁、作为底板和顶板的槽形钢板，都在外面一览无余，真实展现了钢结构的承重体
系。
特别在建筑的人口处，设计者运用了三种工业中常见的柱子类型，表达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形式：工字
钢、中空肋形钢板和方形钢柱，突出了结构构件的“个体存在”（图5-21）。
创作中，部分结构构件以工业型材的形式被强化出来，让人感受到建筑自然的、不经刻意修饰的细节
。
台北华亚科技大厦底部钢结构柱子被暴露在外面，柱子采用连续的“W”形排列，倾斜的角度和巨大
的尺度成为了视觉的焦点在建筑中被凸显出来（图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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