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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的持续高
增长使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城市化水平大幅度上升；社会福利保障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思想解放和体
制变革使社会更加民主、开放。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蜕变为一个以信息科学为引导的工业化国家。
这一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为城市发展和建筑设计搭建了一个巨大的舞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专业人
士的不懈努力使城市这一物质载体基本满足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了产业和人口转移的要求
。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强大
动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人口的大规模转移，使我国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发达国家发展轨迹
、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30年作为中国发展的重要节点，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所取得的成就和国家的成长，也应该理智地认识“
摸着石头过河”所包含的对未知的探索精神和对未来的谨慎态度。
也许是我们对“快速发展”的准备不充分、对“快速发展”应对策略的不完备，所以，我们在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又面临新的困境：发展需求与生态压力、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全球化的冲突；城市快速扩张与城市运行效率下降的问题⋯⋯。
就城市建设而言，如何实现由“城市制作”向“城市创造”的提升成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新挑战，回
应这样的挑战，需要我们在新的发展时期从多层面、多视角去研究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科的理论与
技术，通过学术研究和理论突破，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与建筑的学术体系，指导中国城
市的健康、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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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法则问题的研究方法为脉络，较详尽地梳理了西方建筑理论的变化与发展历程，试图总结出一
套可以供中国建筑界理解的理论思考体系，以便反思过去，展望未来。
本书资料丰富，条理清晰，论证充分，对许多理论问题都作出了思辨的探讨，对全面认识和理解西方
建筑理论的演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也可以为目前国内建筑学界的学术讨论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
        本书适于建筑史与建筑设计理论方向的研究生和教师，也适合建筑师，甚至文化史和艺术史研究
人员使用．对建筑、文化、文学等感兴趣的一般人文读者，也可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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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在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压迫下，建筑理论面临着来自学科
内外的诸多置疑。
有人怀疑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甚至否认建筑理论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从维特鲁威（Vitruvius，
公元前1世纪）到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建筑理论家却宣称建筑学是出现最早的，也是居于
第一位的艺术与科学，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最终目的。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研究方法方面。
人们通常认为，理论研究的权威性来自严谨、一致、明晰、客观的研究方法，因为过于主观，建筑设
计不适合进行学术研究，也不适合使用大学承认的两个主要研究模式，即历史和科学的研究模式。
在实际研究中，建筑设计领域的论文也经常因为缺少实验、数据和公式，缺少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方
法，而被各种工程技术类与社会科学类刊物拒之门外。
　　决然相反的两种看法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思考：问题出在哪里？
　　大致说来，这与建筑学本身的学科特点有关，因而不存在一个简单化的解答。
本书试图从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来探讨建筑学学术研究所具有的特点、并在广泛的相容性前提
下论证该学科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换言之，建筑学是一门可以具备最大理性和创造性的学科，只是其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有
着一定的区别，因此，一旦把它们放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整体特性中，这种区别就是非常微小而且耐人
寻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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