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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细部设计”指的是什么?我理解就是在充满了技艺的打样和营造过程中对形态联结与技术构成的
经营。
“营造”是建筑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最重要的本体特征，对这一特征的认识有助于形成更本质意义的建
筑设计方法和建筑教学思想。
而细部设计是“营造”活动的重点，正是通过细部的操作过程，我们将富有灵感的想象与严密的工程
技术相互转化、融合起来。
“营造”细部是对形态的操作，强调一个动作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细部的联结使“营造”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种类，如歌唱、舞蹈，是一种必须在操作
的过程中才能进行、必须在营造的过程中才能体验的独特的文化样式。
　　“营造”的意义近于tectonic，据弗兰普顿的研究，tectonic（“构筑”“建构”）一词源于希腊
语tekton，意为木匠、营造者，后又延伸出“木匠承担诗人的角色”⋯⋯而archi-（权威人物）加tekton
形成拉丁语architectus，便是“建筑师”的由来。
按这几层意思，构筑的确很像歌唱、舞蹈，是匠艺与诗意的融合，所以叫做“建造的诗篇”。
　　在中国的传统中，经营细部很强调营造性特征，认为是建筑建造与表达的结合；而现在，我们首
先将其作为符号的表达而生成的，往往割裂了原本建造与表达的关系。
中国工匠中至今流传的语言，如“一丈高，不见糙”“远看色，近看花（肌理）”，等等，都是讲细
部操作的，应该接近这种“建造的诗”。
我们现今越来越少地注意这些“诗”的话语了，使建筑历史文化的保护只剩下形式外壳。
如果我们真正把建筑看作一种文化形态的话，那么将建筑细部看成“营造诗”或将它看成符号，真是
有着本质和本体上的区别。
就建筑的特征性来谈文化，那么建筑就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样式了，是必须在操作的过程中进行的“
构筑”文化，这样，随意性就小。
就如将文学形象雕成像，换了一种文化样式就不行了，每一种文化样式有特征性，就有局限，建筑也
是这样。
细部设计便是建筑的营造活动中最具特征的部分，细部联结是营造的重点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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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细部设计”指的是什么？
作者理解就是在充满了技艺的打样和营造过程中对形态联结与技术构成的经营。
“营造”是建筑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最重要的本体特征，对这一特征的认识有助于形成更本质意义的建
筑设计方法和建筑教学思想。
而细部设计是“营造”活动的重点。
 本书在原版基础上，对图片更换、增加累计400余幅；同时针对“细部设计的原则”和“细部设计的
手法”这两个章节增加了新的有说服力的例子。
还利用新增补的“建筑表皮与当代荷兰细部设计”等章节，对当前建筑细部设计的一些趋势进行了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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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细部的缘起与意义　　建筑中为何会有细部？
其作用与意义又何在？
细部又是怎样产生的？
这些都是研究这个课题时应该最先解决的问题。
只有对细部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意义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才有助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下面我们将从细部的缘起、细部的感知性和细部的意义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
　　第一节　细部的缘起　　“缘起”一词在汉语中有两重含义：一是佛教中指一切事物必须具备种
种因（原因，直接原因）、缘（条件，间接原因）而后生起。
佛教认为宇宙人生的种种现象皆在关系中存在，无独立的个体；亦因关系的演变而分离或消失。
二是泛指事物的起因。
可见，“缘起”一词强调的是事物与内在关系之间的一种动态联系。
研究细部为何产生，我们就必须探寻这“内在关系”的产生和演变。
　　一、细部的起源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中特有的“彩画”　（图1—1），其产生的根源是为了保
护木材免受虫蛀而在结构的露明部分施以油彩。
保护木材这一功能体现了“彩画”的起源与意义，其次才涉及美观的问题，也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只是单色的油彩，而后才出现复色的图案。
同样，两河流域下游的古代西亚建筑，其外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色彩斑斓的饰面，其原始动机也是为
了保护墙面。
因当地多暴雨，人们在砌筑时为了保护土坯墙免受雨水侵蚀，趁土坯尚潮软之际，在建筑的重要部位
嵌进长约12cm的圆锥形陶钉。
陶钉的底面涂成红、白、黑三种色彩，密密地挨在一起就组成了各种图案，形成所谓的陶钉饰面（
图1—2）。
而后，人们又改用沥青作为防水材料，陶钉逐渐被淘汰了。
但为了保护沥青免受烈日的暴晒，人们又在其外面贴上各种颜色的石片和贝壳，形成斑斓的装饰图案
，从而将早先用陶钉作大面积彩色饰面的传统给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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