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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通过在笔记本上勾绘草图来分析建筑已有多年的时间。
作为建筑师，我认为这种方法行之有效，并能帮助我不断提炼教学的重点。
我笃信：通过研究他人的建筑作品可以提高建筑师的设计水平，并由此可发现建筑学的精髓。
通过分析其他建筑师对这些技法的运用，最终可明确如何将其运用于自己的设计实践中。
　　基于教学上的考虑，我拟定出一个理论框架，用于实例分析，并对笔记进行了进一步的编排。
本书以下各章节即为该课题综合成果的专述，通篇基于同一视角，即将建筑学视为一门创造性学科，
以考察其基本构成元素、环境影响以及设计者可能采取的创作态度。
　　第一章提出建筑的工作定义：建筑——场所的标识，将之作为建筑学的基本概念，构成其他课题
研究的基础。
可实现性作为建筑的原本目标，其本身即为对特定场所的标识过程（认知、强化、塑造个性化的场所
）。
该观点是本书贯穿始终的理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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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其对建筑设计基本要素和概念引人入胜的介绍，为建筑技法提供了一份独特的“笔记”通篇贯
穿着作者精辟的草图解析，图文并茂，内容翔实，所选实例跨越整部建筑史，从年代久远的原始场所
到新近的20世纪现代建筑，用以阐明大量的分析性主题，进而论述如何将图解剖析运用于建筑研究中
。
    作者西蒙·昂温明确界定了建筑物所包含的基本要素和概念主题，描述了适用于设计过程的积极和
构思方法，将建筑技法归结为母题与“范式”。
同时还列举了建筑的基本模型，提炼出隐匿于建筑外部特征内的空间组织技巧。
    本书试图将建筑视为人与外部环境互动关系的产物，将建筑诠释为“标识性场所”这是对建筑这一
创造性学科的深化理解。
本书为读者提高建筑设计水平提供了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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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蒙·昂温，是英语卡迪夫市威尔士建筑学院的建筑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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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场所的识别还取决于人们对其固有的空间特征的认同力。
每个人必须具有非此即彼（排他性）的空间辨别能力；否则，人们就会对传统场所类型做出误判，闹
出指鹿为马的笑话，或者干脆认为该种空间“并不存在”。
特定空间可以有多种可能的演绎方式。
一道矮墙，有人把它看作是路障；有人把它视为座椅；有人可能把它当成可以行走的一条通道，还有
的人则可能同时看到了矮墙的这三种功能。
　　特定的空间也可以彼此重叠、包容、穿插和覆盖。
　　卧室里包含有睡眠用的场所——床，也包含有上下床所需的辅助空间，还有读书空间、更衣空间
、梳妆空间，也有可以抚窗远眺的停留空间，还可能含有进行晨练的健身空间；这些空间彼此没有明
显界限，而是在房间内相互融合，有时在功能上还会彼此转化。
小空间如此，尺度宏观的大空间同样如此。
例如，城市广场既可用作集贸市场，也可当成公共停车场、演出场地、美食广场、集会场所或是聊天
散步的城市公园⋯⋯同时集多种功能于一身。
原始炀所的类型　　在这些复杂的空间组合体中，很多场所类型由于频繁的使用而固定下来，并被人
们赋予了专有名称。
如：炉膛、剧场、墓地、祭坛、堡垒、王座——这些称谓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
这些名称无疑在说明，由于这些空间同人类生活密不可分，通过其长期演变，逐渐形成日常生活中随
处可见的传统场所类型。
　　这些场所的古老名称往往就是其功能特征的直观表达。
炉膛用来生火，剧场用来演出，墓地用来安葬，祭坛用来崇拜，堡垒用来防御，王座象征统治特权⋯
⋯由于它们的建筑形式是由基本元素和限定元素的不同应用所决定的，场所的功能虽然相对稳定，但
表现形式却随着历史的沿革、人类文明的进程显著地变化着。
特定的功能并非必然决定场所相应具有的建筑形式；许多功能，甚至是那些最原始的功能，在建筑上
都曾有过十分不同的空间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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