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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建筑名家文库”系列丛书之一，聂兰生教授是中国颇具影响的女建筑师，1954年起开始
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任教，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理论、住宅规划及居住形态
等。
这本文集包括了作者关于建筑创作与地域建筑文化、住宅设计研究、建筑评论和我国城市住宅的发展
历程与展望等四大方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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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兰生，教授，祖籍辽宁新民，1930年12月出生于法国巴黎，1954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建筑系。
1954-2003年在天津大学建筑系任教（其间曾在设计单位工作14年）。
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0年担任博士生导师，曾兼《建筑学报》编委及建设部住宅产业
化专家组专家。

　　在职期间，除从事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外，同时还开展建筑设计与建筑创作理论研究，完
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点基本项目多项、华夏英才基金一项；出版专著5册（含合作专著，一册
在国外出版）；在国内外发表论文50余篇；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40余名；获第二届中国
建筑学会建筑教育特别奖。

　　在结合教学完成的设计项目中，曾获邵逸夫工程奖3项、建设部小康住宅优秀设计奖3项、全国及
省市级设计竞赛奖和论文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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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营造宜人的居住空间——宜兴市高塍镇小康住宅区规划设计构思
12．南方山地住宅设计初探——广州红岭花园小区住宅设计
13．交往与社区营造——未来城市社区结构形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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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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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构灵活、开放型的城市住宅体系
4．住宅多样性、适应性与住宅产业
5．结论与展望
第五篇随笔·访谈
1．我的助教生活
2．双城纪事
3．哀挽芳华
4．住宅设计要以人为本——访天大建筑系教授聂兰生
5．访谈——关于建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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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表意　　在建筑创作活动中，立意构思在先，表意言情在后。
如果立意新颖、构思超群，作品必定是优秀的。
善于表达可以使一件优秀作品问世，不善于表达则造成中途流产。
这里提出的表达是指组织空间的技能与图画表达的技巧。
工作中常常遇到这样的事例：立意、构思颇有新意，就是组织不出来自己所想象的空间形态，做出来
的方案和原来的设想大相径庭。
“心灵，手不巧”，使人陷于想得出来做不下去的窘境。
“心比天高”是建筑师张开想象的双翼向高层次作品追求的意志表现，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最好
的设计要用最佳手段才能表达出来。
掌握组织空间的技巧，是把构思转化为现实的重要环节，其主要包括对物质功能、技术条件、环境条
件等诸多矛盾的处理能力、空间的组织能力和构图能力以及审美水平。
具有这些能力，才能完成一件理想的建筑作品。
总之，这些能力应该算是建筑学专业的基本功，也可以说是建筑师的看家本领。
　　常说图纸是建筑师的语言。
建筑作品通过各个阶段的、不同深度的图纸把设想完整地表达出来，才有可能实施。
所谓完整地表达是指从方案构思阶段的草图到实施阶段的施工图。
因为建筑创作的最终目的是向社会提供一个满足各种生活行为的物质空间，而不只是构想出一个方案
或者是一张漂亮的图纸。
绘制各种内容的建筑图也是建筑师的职业技能，不应该轻视它，或许就算是“薄技”吧。
俗话说“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
”“薄技”在一定条件下会起关键作用。
谁把“薄技”掌握在手，谁就能为作品锦上添花。
长于图画表现的建筑师，有他们的优势。
其实，图画表达能力与组织空间能力息息相关。
不少优秀建筑师不仅立意构思出众，表现技巧也出众，如大家熟知的莱特、鲁道夫等。
国内建筑舞台上也不乏“文武混乱不挡”的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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