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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十年来，中国城市设计专业领域空前活跃，除了继续介绍引进国外的城市设计新理论、新方法
以及案例实践成果外，国内学者也在一个远比十年前更加开阔而深入的学术平台上继续探讨城市设计
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广泛开展了基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而展开的城市设计实
践并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果。
　　首先，在观念上，建筑学科领域的拓展在城市设计层面上得到重要突破和体现。
吴良镛先生曾提出“广义建筑学”的学术思想，“广义建筑学，就其学科内涵来说，是通过城市设计
的核心作用，从观念上和理论基础上把建筑、地景、城市规划学科的精髓合为一体”。
事实上，建筑设计，尤其是具有重要公共性意义的和大尺度的建筑设计早已离不开城市的背景和前提
，可以说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时的城市设计意识在今天已经成为基本共识。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近年的一些重大国际建筑设计竞赛活动，不难看出许多建筑师都会自觉地运用城市
设计的知识，并将其作为竞赛投标制胜的法宝，相当多的建筑总平面都是在城市总图层次上确定的。
实际上，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即使不专门从事城市设计的工作，也应掌握一定的城市设计的知识和技
能。
如场地的分析和一般的规划设计，建筑中对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表现，城市空间的理解能力及建筑群
体组合艺术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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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次小组”是20世纪中叶在CIAM之后出现的具有革命气质与实践追求的城市与建筑设计的年
轻团体。
《现世的乌托邦：“十次小组”城市建筑理论》不仅是关于“十次小组”的专题研究著作，还是一部
由此延展的相关城市与建筑关联的探索性专著。
全书始于“十次小组”与CIAM的决裂与继承，将“现世的乌托邦”的核心论题逐步引入“十次小组
”特性的“中介”之解。
其中，“整体关联”“社会对应物”“CIAM格网的分析工具”“大量性”“As Found”美学等，表
述了研究的核心内容。
最后，基于批判性重建，《现世的乌托邦：“十次小组”城市建筑理论》以“新毯式建筑”理念的提
出，对未来城市与建筑之间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
　　《现世的乌托邦：“十次小组”城市建筑理论》适于城市设计及理论、建筑设计及理论、建筑历
史等相关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阅读，还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与研究生的教学参考
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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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图示”以一种多样性的集中工具，在汇集、反复作用、联系、揭示、筛选、深省中，逐渐将信
息数据转化为现实再现。
该途径脱离静态的研究方法，以不断演变的动态视角，展现了“十次小组”格网化信息展示的发展方
向。
　　作为一种整体化的“新毯式建筑”设计的主要策略，“图示”逐渐成为在衡量与描述的过程中建
造世界的工具。
这不仅是一种对现实的写照，而且融入了对人们生活世界的重塑，以实现其中的潜在价值。
在此，“图示”作为一种富有成效的诠释工具，在设计与规划中，呈现具有开启式的思维模式策略。
　　随着不断重复的信息处理，点与边界的不断变化，带来了开放形式的活跃性，并以非可视路径化
的特性，开创信息的综合显现途径。
同样是对未来发展的预期，相对于“规划”（planning），“图示”融入了对现存环境潜在能动力更
多的研究，以寻求与揭示过程。
当“规划”以一种高瞻远瞩的姿态引领未来发展的同时，“图示”则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不断将
现有要素的潜在意义融于未来的发展可能之中。
“图示”的主要目标在于对现有环境中物质性与思维性的双重突破，从而使隐性的结构逐渐显现。
　　基于“十次小组”发展“格网”的分析理念，“新毯式建筑”在理论性的表达中，将以重新发现
的眼光，在历史与现在中，开启建立于现有潜在路径之上的全新肌理，并在物质性（地形、河流、道
路、建筑等）与非物质性（文化、经济、政治、调控机制等）的叠加中，表述不断协调的基础上，从
复杂与矛盾的关注转向潜在的实践途径中不断发展的动态表述。
“新毯式建筑”将以实证性的诠释，充实缺乏实证的理论化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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