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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多年教学和研究的成果。
全书分综论篇、思想篇、创造篇，主要涵盖了“建筑创作学”的理论架构，建筑创造的观念、原理，
建筑创作能力的培养。
    本书可促进建筑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同时对在职建筑师的设计与创作实践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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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正章，知名建筑家。
195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在北京院建筑工部城市设计院工作两年，1961年11
月始往教于合肥工业大学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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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现代中国建筑的理论研究之路　(一)走我们自己的研究之路　(二)走“和而不同”的研究之路
　(三)走“实事求是”的研究之路　(四)走“与时共进”的研究之路　(五)走“综合创造”的研究之
路A　综论篇　一　建筑创作学的理论架构　　(一)建筑创作学的提出　　(二)建筑创作学的框架形成
　　(三)建筑创作学的理论构成　　(四)探索中国特色的建筑创作学理论　二　一个“创作图式”的
表述　三　“五环图式”话建筑　四　如何培养建筑创作能力　　(一)理解建筑　　(二)了解生活　
　(三)敏于思想　　(四)精于技艺　　(五)擅于创造　五　建筑，有创无“类”B　思想篇　一　走向
“主题创作”　　(一)“主题创作”的执著追求　　(二)“主题创作”的成功实践　　(三)“主题创作
”的理论启示　二　创作·形式·思想　　(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要把“思想”提到建筑创作的重
要位置?　　(二)两点分析：怎样看待建筑创作的思想属性?　　　(三)简约的回顾：“石头的史书”、
“木头的诗歌”说明了什么?　三　传统·中介·现代　　(一)中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媒介生成”
意义　　(二)中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过渡”意义　　(三)中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感知表
象”意义　　(四)中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系统建构”意义　四　时代建筑与地方特色　　(一)狭
义和广义　　(二)表象和内涵　　(三)俗成和突破　　(四)人情和机理　　(五)大众和自我　　(六)建
筑和环境　　(七)时间和空间　五　中国建筑师的广义职业道德观　　(一)行为　　(二)观念　　(三)
文化C　创造篇　一　建筑的思维本质在于创造　　(一)从建筑矛盾的复杂性看“创造”　　(二)从建
筑目的的兼容性看“创造”　　(三)从建筑条件的差异性看“创造”　二　建筑师的创造性思维　　(
一)建筑创作中的思维发散和收敛　　(二)动态思维与“心理定势”　　(三)“逆向思维”在建筑创作
上的妙用　　(四)建筑的创造性想象　　(五)科学手段和建筑创作　三　驯异·综合——建筑创作的
嬗变原理Ⅰ　　(一)建筑中的“驯质异化”和“异质驯化”　　(二)“有意义的综合”与建筑创造　
四　选择·逆忤——建筑创作的嬗变原理Ⅱ　　(一)“慧眼识珠”式的选择与建筑创造　　(二)建筑
创作上的“相向借鉴”与“反向革新”附录一　谈基本建筑理论体系的建构——以五位中国现代建筑
师的探索为例附录二　新时期中国建筑思想论题插图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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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筑学到现代建筑学，从狭义建筑学到广义建筑学，从建筑学的学科本体到，各种边缘交叉学科，
从建筑认识论到设计方法论，等等，它们无不为建筑创作提供了大量值得研读汲取的宝贵精神食粮。
然而，就当前中国建筑创作理论领域的总体状况而言，仍然是“引进”、“拿来”者多（作为向西方
发达国家学习现代建筑的初级阶段，这是无可非议的），借鉴创造、独立建构者少；“分散”、“零
星”研究者多，整体综合、系统分析者少；论及“表象”、“形式”者多，触及建筑内涵和探求本质
者少。
“建筑创作学”的提出及其理论的系统建构，将能从一个重要方面填补建筑理论空白。
它能通过广泛占有理论素材，在宏观建筑理论和具体创作实践之间建立联系，又能自成一体，独树一
帜，形成以建筑创作为中介的学科理论分支，从而使之成为建筑学理论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如果把宏观建筑学比作一张大网，那么，“建筑创作学”则犹如一根纲绳，它有利于将相关的各种宏
观建筑理论知识收拢收紧，达到融会贯通，为我（建筑创作）所用。
而有关“创立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的提出，更为“建筑创作学”的建构指明了方向，它应该且
能够成为这一理论框架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子系统”。
　　（3）教育背景：就我所经历的建筑教育及其设计教学而言，可以说相当长一段时间，往往是就
设计论设计，就原理讲原理。
其所涉及的设计课题，诸如教学初期的小品建筑、幼儿园、小学校、小住宅，教学中期的俱乐部、图
书馆、小型展览馆、博物馆，再到后来的剧场、文化中心、旅馆、公寓楼、建筑综合体、住宅小区及
居住区等，其所涉及的理论教学均是针对建筑类型进行就事论事式的原理讲述。
至于教学中用以指导参考的“建筑设计原理”教材，则常限于对建筑的总体布置、功能组织、交通流
线、空间组合和立面造型等常规内容进行一般性的罗列介绍。
显然，这样一种“原理型”设计理论教学模式，并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建筑创作的实践训练和理论要
求。
“建筑创作学”的建立将能跨越各种建筑类型，超越常规设计原理，提升设计教学的理论层次，并能
汲取相关课程的某些理论内容和方法，以便使学生在设计创作训练中加以综合掌握，学以致用。
总之，结合中国建筑教育实际，旨在建立一门可教可学、可知可行的建筑创作理论知识体系，这同样
是我们提出“建筑创作学”理论建构的一大初衷。
　　2）理论宗旨　　在建筑创作研究和教学实践中，我们把“建筑创作学”的理论宗旨概括为以下
八字，即启“思”，明“理”，悟“道”，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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