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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在当今的学科分类中，处于一种较为微妙的状态，这种

状态对于企图以建筑学理论研究作为终生追求的事业的建筑

学者来讲，就颇为尴尬。我们从目前期刊杂志等文献的分类

中可以证实这种观点：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的核心库中，很少看到建筑学专业杂志的身影，同样，在此

中的数据库中也很难找到建筑学专业杂志的名单。建筑学学

科专业的归向没有落实到实处，乃是建筑学专业没有自己一

个稳固的和科学的研究内容。因此，在不同领域的学者交流

中，当建筑学者被问及研究什么时，回答最多的就是建筑历

史。建筑学专业是以建筑设计实践为主的一个专业，也就是

说偏重于专业实践的。我们来看看别的以实践为主的专业的

学科构成：设有专业学位以实践为主的学科中，有医学和法

律等，当然不用说建筑结构专业等工科专业。医学有自己的

专门基础学科和理论，以此作为医学实践的支撑。同样，司

法实践也有自己的专门基础学科和理论，即法理学和伦理学

，以此作为司法实践的支撑。这些专业实践，虽然在一线的

临床或者司法实践中可以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功底，但是它们

的实践后面有一个庞大的理论作为其实践的基础。这些的学

科分化成两个部分：一是实践的专业工作者，另一部分是理

论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他们的分工和工作内容有着一个互补

关系。而在建筑学领域，这种分工就没有这么泾渭分明。建

筑师的专业实践那是具体的建筑设计，但是建筑理论研究者



或建筑学者的工作内容就没有一定的范围，尤其对于专业实

践的理论基础研究基本上没有展开，这样导致他们也与建筑

师一道抢做建筑设计。因此，建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荒芜也

是意料之中的事。这样，建筑学学科，自然，就既被自然科

学抛弃，又被人文科学所轻视。建筑学科学成为一个无所归

属的“飘浮”学科，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学科。 一

：建筑学学科的内在分析 建筑学专业被建筑从业者所津津乐

道的，就是建筑学是一门跨越技术和艺术的学科，是技术和

艺术的结晶。这给建筑学专业蒙上了一层耀眼的光环，在工

科院校中，自然就成为其它专业的学子羡慕的对象。“成也

萧何，败也萧何。”建筑学专业其理论的贫乏就是它的这种

跨越技术和艺术的特征。“脚踏两只船，不稳是理所当然的

。”首先要剖析建筑学学科的内在构成，本文就以此作为我

们分析的一个起点。 先来看一下功能主义的历史发展轨迹。

在十九世纪末酝酿和二十世纪初发轫的现代主义建筑，就曾

经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过响亮的口号：“形式服从功能”。

“形式服从功能”的口号的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因此遭受

到现代建筑家密斯的反讥：“功能跟随形式。” “形式服从

功能”是从纯技术的角度提出来的口号，它的致命处有两个

方面：一是把“形式”当作一个理性的对象，形式就是功能

的外在反映，形式的其它决定因素都被排除掉。这种理论的

可怕之处在于产生千篇一律的建筑形式。在建筑实践中，相

同类型的建筑的功能都是大同小异，因此，建筑形式就会变

得非常单调，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国建设了大量的兵

营式的住宅小区，就是这种是理论的产物。二是建筑形式不

是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还包含有人的情感和心理因素在内



。同种类型或者说同种功能的建筑，对于不同的业主具有不

同的形式要求。在建筑实践中，业主的嗜好和审美倾向往往

是决定性的因素，这点是“形式服从功能”最为致命之处。

当然建筑形式的决定还有其它方面，比如建筑材料的不同和

建筑结构形式的不同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对于同一功能的

建筑，木结构的形式与钢结构的形式自然有着天壤之别。建

筑功能形式的布局，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情

感和心理问题，这样建筑学理论中技术含量就被我们消解了

。建筑的领域中技术问题都被排除在建筑学理论之外，建筑

学领域的技术含量只是一个空架子，而没有实质内容。 建筑

艺术是建筑学理论的另一个镇山之宝。首先，来对艺术进行

一个剖析：目前的艺术分为两种，一种是再现性艺术和表现

性艺术。前者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形式艺术，后者的外在表现

形式是情感艺术。形式艺术注重艺术对象的形式布局和秩序

整理，后者注重艺术对象的情感化处理。前者的审美机制就

是“注意力节省”原则，表现为多样性统一的形式美规律，

给予人的是一种愉悦感。后者的审美机制就是“情感的涌动

”原则，表现为情绪变化，给予人的是一种强烈的快感。根

据这个分类，建筑艺术也就分为相应的两个部分：形式艺术

建筑和情感艺术建筑。形式艺术建筑强调的是建筑形式的布

局处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运用形式美规律来对建筑的形式

进行规整。形式艺术建筑设计原理与工业产品设计、服装设

计、家具设计、装帧设计、印刷设计、织物设计和装饰设计

是完全一致，也就说形式艺术建筑的设计的层面与上述的设

计处于一个层面。因此，有些建筑师也可以偶然涉及到上述

其它的类型设计，其它类型的设计师也可以客串建筑设计。 



情感艺术建筑强调的建筑艺术氛围的创造，其实就是我们通

常所说的艺术建筑，它的创作与形式艺术建筑的创作完全有

天壤之别。在此，不作过多展开。在建筑实践中，情感艺术

建筑量非常非常的少，在历史上能够划入情感艺术建筑领域

的，只是一些教堂和当今的一些纪念馆等特殊类型的建筑。

而在当今的建筑实践中情感艺术建筑量还在减少，而绝大多

数的建筑实践都是形式艺术建筑。这样，建筑艺术中，由于

情感艺术建筑量的极度少量，情感艺术的建筑理论的研究就

自然提不到主流的研究中，另外由于情感艺术建筑原理与一

般的艺术原理是相同的，因此情感艺术建筑的理论研究更多

的是落在艺术界，相反对建筑界倒是有些陌生。 形式艺术建

筑其实就是一门对形式美规律运用的设计实践，它的原理和

工业产品设计、服装设计、家具设计和装饰设计等等的设计

原理一致性，排除了建筑学领域对形式美规律的占有式研究

，也就是说形式美规律构不成建筑学领域的专有的研究内容

，也就构不成建筑学安身立命的学科基础。这样，情感艺术

建筑和形式艺术建筑的基础研究虽然没有被完全排除在建筑

学理论研究的范围之外，经常看到一些零星的研究，但却并

未构成系统研究。在情感艺术建筑和形式艺术建筑中，建筑

学理论研究没有安身立命的理论支点，建筑学领域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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