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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学课程之于建筑设计专业的重要性，勿庸多言。所谓

建筑的造型设计，指用特定的物质材料，依据产品的功能而

在结构、形态、色彩及外表等方面进行的创造活动。作为艺

术与技术的结合，无论外观还是完全意义的建筑设计或其它

相关设计，都必须解决包括形态、色彩、空间等要素在内的

基本造型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形态学是一切造型设计的

基础，贯穿于造型活动的始终。 现代造型艺术体系始于德国

的包豪斯运动，它是以在科学而非个人感情基础上培养起来

的视觉经验，将形式、色彩、肌理、材质等方面的训练及研

究分离出来。这类造型训练作为包豪斯的重要基础课程，一

直为后来的设计专业教育所采用，并不断取得突破。一方面

更加紧密地与色彩、素描、构成等教学紧密衔接； 另一方面

更深入产品设计的各个角落，成为工业设计专业教学的一条

内在主线，是产品造型设计的核心课程。越来越多国内外的

专家把基础造型训练及相关理论在建筑设计专业教学领域进

行整，并列为“形态学”课程予以讲授，以系统全面地掌握

造型艺术的相关理论及手法。“形”通常指物体外在的形状

，“态”则是物体蕴涵的“神态”。因此，形态就是物体“

外形”与“神态”的结合。在我国古代便有“内心之动，形

状于外”，“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等论述，指出了形

与神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形离不开神的补充，神离不开形

的阐释；无形而神则失，无神而形则晦，形与神之间不可分



割。只有将形与神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对事物完整而

科学的认知。可见，形态要获得美感，除了要有美的外形外

，还需具备与之相匹配的“精神势态”形态作为形式要素之

一，是形式的基础。形态学重点是通过外形把握其表现，即

通过特点对观者所产生的心理效益去研究形态的“态势”或

“生命态”表现，以设计上对形态注入感人的魅力为切入点

。 一,类型学(typology) 1、设计与传统历史和发展 随现代主义

或功能主义出现危机而来的是人们重新对类型学的重视，即

类型学复兴。作为设计方法的类型学十分讲究理性。欧洲一

些建筑师认为人类的文明史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建筑类型。

意大利的格拉西认为建筑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些类型进行集

合、排列、组合和重建(组)。罗西(Rossi)则认为一种特定的类

型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一种形式的结合，并进而认为房屋的类

型从古至今在本质上没有变化，这些观点是一种传统和历史

的特定视界，它是从历史的恒定面上看待历史上出现的建筑

，即看待传统，这种视界又是从人类生活的文化角度来观察

而非局限于实用的角度。例如对现代生活中的建筑加以研究

，可以发现许多新的建筑类型，如大型购物中心、高层办公

楼、银行、机场等，但这仅是从功能分类上来认识这些建筑

。如从文化的角度讲，这些建筑形式均可从历史中找到先例

，可从人类的文明史中发现。这些新的形式大多可从历史上

的建筑类型中衍化而来，可从对历史上的类型加以重组、构

成而来。 从功能角度和文化角度来研究和设计建筑是截然不

同的。在西方文化中，诸如“塔”、“仓库”、“廊子”、

“柱廊”、“广场”、“中心空间”、“十字形组合”等都

有着各自的深层意义和特殊意味。它们在文化中有着自己的



位置，都是植根于历史和文化之中的。 罗西、格拉西等人的

类型学方法就是对历史上的建筑类型进行总结，抽取出那些

在历史中能够适应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又与一定的生活方

式相适应的建筑形式，并去寻找生活与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

，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柯尔孔在他的《建筑评论选:

现代主义和历史变迁》一书的类型学章节中，批评现代主义

不讲类型学思想，即不讲传统与历史的方法论。他认为类型

学的重要性其实质在于类型学的思想辩证地解决了“历史”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即“不变”与“变”的

关系问题。类型学理性地对待历史与传统，对其筛选和批评

，从中提取有益的、精简了的历史文化内容，代入现代社会.

并结合特定需要进行再设计。 2、作为设计方法的类型学 类

型学有其方法论的基础，它可以具体指导建筑设计。例如美

国的某些教授指导学生进行城市和建筑设计课题时，经常要

对所进行设计的城市区域和建筑地点周围的环境进行研究。

般来说采用的是类型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如“分类”，总结

已有的类型，将其图示化为简单的几何图形并发现其“变体

”，寻找出“固定”的与“变化”的要素，或者说从变化的

要素中找寻出固定的要素。据此固定的要素即简化还原后的

城市和建筑的结构图式，设计出来的方案就与历史、文化、

环境和文脉有了联系，根据现实的需要则可加以变化。卡斯

特克斯等人对凡尔赛城住宅所进行的设计研究就是采用类型

学设计方法。他们采用类型和其变体的原则对一种基本建筑

形式进行衍化，得出具有某种内在相似性的多样化的建筑形

式，类型学设计方法并非一成不变的方法。根据类型学的思

想，不同的建筑师发现了自己的类型学设计方法。以下试举



几例： 1．翁格尔斯(O.M.Ungers)的作品： (1)马尔堡城市住

宅方案(1976) 该住宅位于一历史地段。建筑用地近方形，但

在一个角上有一幢该城市历史最悠久的建筑。翁氏这件作品

最著名的是，它的一系列的设计过程以及其中采纳的类型学

思想。翁氏在这件作品中充分地使用类型学探索建筑的可能

性。首先他对大量形态各异的类型进行型态研究，最后确定

了一个“L”形构型。该L型是由五个立方体构成。该五个立

方体构成了这幢建筑的“基形”即固定要素。基本结构确定

后，他转而研究和设计低一个层次的内容，即整体中的各体

部件(要素)。在这里，他对组成L型的立方体进行设计。他设

计了不下十种立方体构形。随后他选择不同的立方体构形置

于网格中，得到不同的构型和形态，由此产生了“变体”。

(2)荷兰某学生宿舍(1973)。采用的设计方法与前述相似，是

将“原型”与形态关系紧密结合的例证。该组建筑平面的三

个顶端分别为三种基本几何要素：圆、正方和三角形。在圆

形轴线上，由圆一分为二成两个半圆，再变为四分之一圆；

方形轴线上则衍化出长方形构型 2．博塔(MBotta)的作品 瑞士

建筑师博塔的作品大多具有类型学特点，例如他的圆形住

宅(CasaRotond:198283)就是在一个圆柱体内的不同楼层上对相

同的要素采用不同布局来形成“主题”与其“变体”的形式

效果 3.罗西(ARossi)的作品 罗西的作品尤其是当他的作品与城

市问题相关联时，常常是建筑类型学与城市形态学结合在一

起来考虑的。例如他的住宅设计(就是发掘意大利城市住宅形

态，继而衍化为建筑的类型构图而得出的杰出作品。在这件

作品中他特别强调了柱廊这种类型。 4．莱斯尼科斯

卡(Lesnikowske)的作品 他虽然不是很有名的建筑师，但在他



所作的大量方案构思中却比较熟练地使用了类型学设计思想

。在他的方案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些其中的内在相似性。 在建

筑设计尤其是在城市设计中，类型学的应用几乎无所不在。

在许多复杂的建筑作品中都可见到类型学思想的运用。因此

，在建筑设计和研究中适当留意类型学也许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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