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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生写书先生作序，似乎天经地义。
还记得自己本科尚未毕业，被简陋的《未来建筑师》创刊号刊出拙文，是罗小未先生为刊物作的序，
一晃快三十年，可以为要出书的学生作序了，只是可惜自己媳妇还没有熬成婆，还顿有些感慨：又因
为不是搞理论的，作这样的序会有很多问题。
之所以在这个可作可不作的取舍中选择写序，是因为觉得教师于理论总还沾得上一点边，也可以说一
些话的：再者，承上启下也需要理论以外的声音。
有趣之处在于：曾经的老师早就开始走上基于新知体系的建筑数字化无归之路，曾经的学生李建军先
生却一头扎入我们称之为建筑理论的思想脉系整理工作，而且一干就是三五年。
滑稽吗？
我倒觉得一点儿也不！
　　从建筑理论过往的历史来看，主要是围绕美学这面大旗来展开的，哪怕非审美倾向甚或丑陋观，
大多数情况下也都处于这面旗子的阴影之下，所谓“丑美”是也。
可以说在建筑领域，美学并不是孕育于建筑理论的语境，倒是反过来让建筑的理论脱胎于美学语境。
这个道理也只能来自于建筑的艺术属性，即便是其他什么属性若要有一些作为也必得给出一些美学的
说法，否则建筑之理是不可以被论下去的。
故而长期以来，美学一直是我们观察、评判既有建筑的标准，甚至也是创造新建筑的起点。
对于美学标准的把握从来是建筑界的风向标。
换言之，谁建立起了有关美学的新标准，谁也就抓住了关于建筑潮流的先机，从本书中所描述的近代
、现当代建筑的沿革，就能够很好地看清美学这面大旗是如何被撑起、拥护、继承、转换、伪装、拉
扯、损毁、重塑甚至遗弃，交错掩映，循环往复。
　　建筑主流的美学观是狭隘的，是建立在视觉形态基础之上的。
何以见得7借用书中某处语法来表述：形态是建筑问题，而非建筑是形态问题。
何况我们在理论批评与创作操作之间还总要混淆，拿评论去指导创作并无裨益，有时候伤害还蛮大的
，它们各司其职才能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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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沿着建筑自律性建构和它作为都市组织镜像的辩证关系出发，分析了建筑先锋派发展至今的三个
阶段，论述了三个当代建筑先锋主义美学的显著特点：其一，建立在非欧几何基础上的美学大厦；其
二，数字化操作，使建筑从原来的功能或空间关系组合改变为探讨“生成”问题——或者说，从构造
走向生成：其三，建筑定义极其泛化，而有关“整合”的思想突破了过去倾向于元素分解的做法。
因此，本书沿着批判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遵照门罗实验美学的三个美学范畴，即审美形态、审美心
理和审美价值对当代建筑先锋主义美学做出了现象之后的批判性解读。
或许，本书得到的最为关键的结论就是先锋主义建筑从分解向生成与整合的转向。
最后，本书总结了建筑先锋主义美学的批判性、实验性与先锋性的审美价值观念，正是这种美学批判
性使建筑美学得以发展，从而来建构建筑先锋t派研究视角的美学评价新体系，可以用这种先锋主义的
美学批判性来反观中国当前的建筑先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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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著名建筑学者柯林·罗讲过一个故事：现代建筑穿过大西洋；但它的肉体与道德或者它的形式
与意识形态开始分离；意识形态或留在了欧洲，或落入了大西洋冰冷的海水某处；而形式成功抵达美
国，并成为美国集体风格；战后美国这种形式主义建筑成为“国际式”风格（1932年希区柯克和约翰
逊开创了“国际式风格”这一术语），并被当做“真正的现代”贩卖到了全世界。
⑥　　柯林·罗描述的这种现代建筑传播的过程贯穿了建筑先锋派发展至今的三个阶段：历史先锋派
阶段、理性主义反思与批判的先锋派阶段以及操作主义的泛先锋文化的阶段。
　　从先锋派萌芽，到迎来第一个先锋时代，已经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一个先锋时代，应该是先锋思潮的极大涌现和先锋实验的广泛开展并形成社会共识，这在20世纪初成
为重要意识。
此时的建筑先锋派仍从属于先锋艺术团体之中，到1909年未来主义先锋派的展现，成为第一个先锋时
代到来的标志。
这个时期与之后的后现代先锋派相较，被史学者称为“历史先锋派”。
历史先锋派坚信乐观生活和改造社会的可能性，由此也产生了他们批判现存秩序的激进性。
事实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伴随着新客观主义对表现主义的抑制和机器美学的提出，狭义的建筑
先锋派最终发展成为理性主义的更广义的建筑先锋派——现代主义建筑（又称国际式、理性主义或功
能主义建筑）。
这就是建筑先锋派发展至今的第一个阶段：建筑的历史先锋派阶段。
“机器美学”成为这一阶段最广为接受的美学范式。
　　20世纪50年代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和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迫使人们开始了对现代性的
批判与反思阶段。
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到后结构主义，无不对现代主义技术至上的工具理性
进行了深刻洞达的反省、颠覆与批判。
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也都是这一批判主旋律下的派生物。
一方面，激进科学运动（radic Nsc’lericerrlover Ⅵent）从关注科学的好处突然间变得注意起科学的破
坏性方面了。
科学中性的观点成为捍卫科学的主导思想。
另一方面，对大众文化的注意使人们意识到了在历史先锋派之外还存在一个后先锋主义的视野。
　　弗里德雷克·詹姆逊认为对应当前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商品化的思想渗透到各个文化领域，模糊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
同时，由于现代传媒和数字虚拟的广泛应用，模仿与复制也广泛流行。
与这两种情况相关，人们开始产生一种怀旧情绪，出现了怀旧文化。
后现代主义一方面采取反美学的立场，使城市建筑变成了“碎片”，失去了整体性i另一方面，它又在
局部上模仿过去的各种风格，在美学、空间和意识形态上都构成某种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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