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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国学者孙万鹏最近将灰学理论运用于城市建筑设计的

研究，并成功地创建出了一种灰学的新建筑装饰设计思想。

日前，详细阐述这一理论精髓的专著——《走向新城市》在

全国各地正式出版发行。 由孙万鹏与深杭合著的这一专著全

书共计23万余字，它首次在建筑学领域提出了“灰”美学的

新概念，创新性地提出了灰学建筑装饰设计语言的四条基本

原则：即全息场原则、灰功能原则、灰理性原则与灰对称原

则，并在不同层面上提出了现代建筑装饰设计、后现代建筑

装饰设计与灰学建筑装饰设计在62个方面的区别。此外，孙

万鹏还在钱学森提出的21世纪城市模式——山水城市的基础

上作了延伸，提出了城在绿中，山水在城中，人在美的秩序

中，技术科学与人文科学交叉，科学与艺术结合，自然环境

与人工环境结合，软件与硬件结合、生态环境与文态环境结

合的“城乡文化全息场”新框架。 所谓灰色系统是部分信息

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系统。灰色系统理论(简称“灰学”)

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也是介于传统白

色理论和现代黑色理论之间，并超越于这两种理论之上的，

把人类认识世界提高到哲学性高度的一门学科。这个理论把

控制论的观点和方法延伸到社会、经济系统，是自动控制科

学与运筹学等数学方法相结合的一个新的系统控制理论

。1982年，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这一理论，并得到

了得到了中国和世界上许多著名科学家的肯定和支持。 作为



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灰学在表现学、调查学、经济学以及

农业和综合防治等各个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的运用前景。而《

走向新城市》一书就是灰学在建筑学领域的新运用。目前，

已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方交通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31所高校开设了灰色理论课，绝大部分

省市设立了灰色理论研究机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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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