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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B9_E7_8E_B0_E4_c61_451298.htm 系统工程是本世纪四

十年代在自然科学领域兴起的一种新方法论。与近代自然科

学分化研究的思想方法不同，系统工程的思维方法来自各个

学科的综合领域，因此各国对系统工程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总的来说，系统工程是把已有学科分枝中的技术有效地组织

起来，用以解决综合工程问题的方法，它不仅涉及科学技术

，而且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从问题的整体性、综

合性着眼，使系统效益达到优化。 从历史角度看，系统理论

的出现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一方面，伴随人类技术发展的能

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种种问题，迫使单一以技术

为中心的认识论转向探讨系统的综合效益；另一方面，要使

高度发展的单一学科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也离不开技术的综

合。系统理论着眼于从事物的整体来考察其结构与功能，认

为系统是由不同要家组成的有层次的整体，系统的功能大于

部分功能的总和，同时系统不是永恒不变的，必须不断交化

发展适应客观环境。 系统理论对当代自然科学发展产生了深

远影响，在学术上表现为多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迅

速发展并发挥出巨大优势6在组织管理上表现为单一对技术经

济效益的追求转向对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的探讨。 正

是因为系统理论对人们认识论产生的重大影响，五十年代末

开始，系统工程的思想方法渗透到现代理筑设计方法论领域

。建筑设计方法论研究的是在设计过程中认识问题、解决问

题的方法。传统建筑设计采用的是经验设计法，西方古代对



建筑理论的研究偏重于柱式体系为代表的造型设计方法；工

业革命促使近现代理筑走上科学化道路，突出空间的主体地

位，应用新结构、新材料成为现代建筑的设计准则；随着现

代理筑设计的发展，西方许多学者开始探讨如何将抽象的设

计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设计方法，探讨建筑设计的程序、准则

及评价标准的规律性。 1962年。月英国皇家建筑学院主办的

建筑设计方法学术会议上，其里斯爱斯莫（Morris As5M.w）

在题为4Introduction ofDesi8n）的文章中将系统工程的理论引

入建筑设计的方法论研究。他认为建筑设计是一个动态过程

，包括分析、综合、评价、优化、决策等几方面内容，并以

系统观点对各阶段具体工作的相关性作论述。 六十年代中期

为建筑设计方法沦的系统化时期，其特点是系统观点在建筑

设计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有人又称之为第一代建筑设计方法

论。其中琼斯（J.C.J.nee）为研究建筑功能要家的相互关系提

出了设计因素关联矩阵，采用计算机模拟分济方法，以数字

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对象各要素问的功能关系，试图使功能

分析定量化。对于没有生活体验的新类型设计，这一模式无

疑是有价值的，然而作为通用建筑设计方法，其方法似乎失

之于繁琐。第一代建筑设计方法论探讨了与设计程序相关的

问题，将系统论、运筹学引入建筑设计的方法论研究，然而

对人的行为、心理的复杂性考虑不足。 六十年代后期在运用

系统方法分析建筑设计方法的基础之上，许多学者格行为科

学与心理学成果引入建筑设计领域，人们称之为第二代设计

方法论。针对第一代设计方法论将建筑设计绝对量化的倾向

，w.J.曾特尔认为设计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设计的目标在于改

善人们的行为环境，量化分析并不适用于所有建筑。c.亚历



山大认为设计的过程是解决矛盾冲突的过程，人的行为活动

具有相关性，因此功能分析的模式并非树状分枝，而是呈一

种半联方结构。亚历山大还探讨了文脉（context）与形式的

相互关系，认为设计的解答是以适当的形式完成对环境的改

造。七十年代G.布劳独班持在《建筑设计与人文科学》中更

全面地阐述了建筑设计的本质与设计方法哲学，他认为建筑

设计决定于内固、外因西方面，内因取决于设计者的认知因

式。构思能力、意识形态等方面，外因取决于投资与技术手

段、法规与功能要求以及人们的审美需求，在不同情况下存

在实用设计、意象设计、类比设计、规范设计等方法。 以系

统的观点全面认识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系统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便当代建筑设计研究的不仅仅是技术与艺术问题

，还涉及到相关学科的制约与联系。当代西方建筑设计理论

研究集中于几个方向： （1）城市窿筑学理论研究 城市建筑

学是从城市整体出发研究建筑设计的方法。在组织管理上，

总体规划一详细规划一单体设计构成系统的层次性，而建筑

作为构成城市系统的要素，其数量、性质及形态应服从城市

整体结构需要。当代城市建筑学理论的实践表现在详细规划

与单体设计的中间层次城市设计得到各国的普温重视。以系

统的观点研究建筑与城市的关系，有利于综合利用土地及市

政设施、井在城市动态发展过程中保持空间形态的完整。 

（2）行为环境窿筑学理论研究 行为环境建筑学是建筑学与

心理学、行为科学的交叉学科，探讨人类行为活动对建筑的

需求及建筑环境对人思想、情绪、需求的反作用。六十年代

美国普鲁特。伊戈等居住区开发建设的失败表明，单一的功

能设计方法并不能解决建筑现象的所有问题。奥斯卡。纽曼



等建筑师通过对纽约社区犯罪率与社区环境相关性的分析指

出，设计中必须考虑环境对人行为心理的反作用，通过社区

内外空间的层次性与屑性加强环境监控，并为人们提供良好

的居住环境。波特曼的建筑实践也表明，建筑的环境效益与

经济效益是相辅相成的。 （3）建筑形态学理论研究 建筑形

态学主要研究建筑造型设计的方法及手段，运用心理学、社

会学、人体工程学、美学等法则探讨形态发生的本质及规律

。弗朗西斯（Framl5D.K. chiR8）强调形式要素是建筑师的基

本工具，他的《建筑：形式、空间和秩序》从研究基本形态

要家出发，对相应建筑要索作系统研究，从而引出空间与建

筑形态设计的规律性。建筑的功能法住取决于社会经济技术

条件，对建筑自身空间组合多样性的研究，为建筑师提供了

新的设计方法。 （4）建筑符号学理论研究 建筑符号学员韧

是由符号学研究开始，结合信息论美学，以符号学概念认识

建筑，形成新的设计思想方法。人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交往借

助于语言、文字、图象等信息，建筑形象也是信息的载体，

作为建筑要更好地为人服务，其信息应彼人们乐于接受。建

筑符号学认为：建筑形式是否被人们接受和喜爱有两个互为

关联的信息因素约俗与刺激，只有前者无后者，使人感到干

篇一律，索然无味，只有后者无前者，形象与人们理解认识

能力大相径庭，也不易彼人们接受，设计成败的关键在于两

种因素的优化组合。后现代摄的一些建筑设计正是这种观念

的具体实践。 （5）生态窿筑学理论研究 保护生态环境、节

约能源是当代社会人们关注的两大课题，生态建筑学以生态

环境出发探讨建筑设计方法，指出人们在改造生存环境的同

时必须遵从自然规律，维护生态环境。生态建筑学的研究可



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为城市总体生态效益的研究，侧重于生

态环境的保护；第二为建筑节能措施的研究，以及太阳能建

筑、挖土建筑等节能类型的开发。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

当代西方建筑理论研究方向的侧重面不尽相同，然而以系统

的观点探讨建筑与城市、建筑与人、建筑与环境、建筑与生

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已成为当代建筑设计研究的重要内容。 

随社会的发展，我国当代建筑创作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然

而在经济大潮的作用下，一些错误的价值取向也影响到建筑

设计，对西方建筑的认识存在重表象、轻实质的倾向，致使

许多人盲目接受西方先锋建筑流派的表面学说，其共同特点

是只字不提如何解决功能、经济与技术问题，将设计引向求

异、求援的误区，在这种情况下强化建筑设计的本体理论，

对引导设计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