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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摘要： 开放与交流带来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带来了

更多建筑新技术的应用及新设计的发展。这些以新材料、新

思想、新设计为主的建筑已席卷全球，高技派以新技术、在

功能、形式上表现建造者的愿望见长，逐渐成为现代建筑师

们的主要技法，本文针对高技派的产生、发展进行分析，对

高技派建筑进行初探 关键词： 高技派 超高技 未来体系 多元

化格局 （一） 设计产生以来，人们无时不刻不在探索新的设

计，但在这些过程中，仅有少数人的行为或成果成为“流派

”。因为它们首先意识到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作出了顺应历

史潮流的探索，这样，他们的成果才被人们接受，被历史承

认。所以说，设计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代的设计和建筑、绘

画、音乐、甚至于人的生活方式都是环环相扣的，新思想无

论从哪个方面开始突破，都是代表未来思潮和发展方向的。

设计先驱首先应该是思想先锋。 密斯曾说过：“当技术实现

了它的真正使命，它就升华为艺术。”这段名言似乎是把技

术等同于艺术了。其实，应该说，这里所展示的正是建筑艺

术的又一个新的流派，一个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艺术流派

。 建筑中的高技术主要是从思潮角度意指高技派作为一种普

遍意义上的样式表现出来的可视的技术形象。高技派则是指

，60年代末以来，不仅采用高技术手段，而且在形式上极力

表现高技术的结构，材料，设备，工艺以及建造的拆卸或扩

展可能等美感的建筑设倾向。 高技派在60年代末的出现与这



次革命带来的弥漫于整个西方社会的技术乐观主义有关，同

时战后各种新材料和新结构纷纷应用于建筑中。 部分人认为

“高技派”只是一味炫耀技术的伟大，认为技术是至高无上

的，人们开始通过人本思想来正视科技，有的前卫设计师甚

至开始批判对科技的盲目乐观态度。于是，所谓的“超高技

设计”应运而生，“超高技”是与“高技派”对立的异化物

，将技术当作一种符号加以嘲弄和挖苦。伦敦的“独体集团

”的骨干分子隆阿拉特于1980年设计了一套“混凝土音响”

将现代高保真电器装置在从废弃工地上捡来的混凝土块上，

以颓废的形式来讥讽对高技术的盲目崇拜。“超高技”的技

术悲观思想注定了它是短命的。它的作品与生活距离太远，

但它的意义不在于它的作品，而在于它的精神为盲从科技的

人们敲响了警钟。 （二） 近年来高技派逐渐开始重视地区文

化， 历史环境和生态平衡。比如福斯特多年来对生态技术的

持续关注，格瑞姆肖的钢梁，钢索，桅杆的帆船式结构和独

创的外张式幕墙系统，霍普金斯的帐篷结构探索， 皮阿诺早

期的单元式膜结构轻盈主题以及后来的技术诗性。在他们之

外，帕歇，阿索普，未来体系等的许多作品都可划入高技派

的范畴。80年代后，高技派的典型手法几乎成了建筑师设语

言上的一种选择。近年来，以节能和减少污染为主的生态观

念成为重要议题，同时由于地区建筑文化对全球化的自觉抵

抗以及由后现代主义复兴的历史意识的深入，高技派建筑越

来越从对技术形象的表现走向对地区文化，历史环境和生态

平衡的重视。1996年福斯特，罗杰斯，格雷姆肖， 皮阿诺都

曾参与赫佐格草拟的《建筑和城市划中应用太阳能的欧洲宪

章》的评议和修改，表明高技派领头人对生态思想的集体关



注。福斯特的被誉为第一座生态高层的法兰克福商业银行、

柏林会议大厦改建等作品在采用智能化技术的同时运用了传

统的被动式环境控技术。皮阿诺的奇芭欧文化中心更可以说

是地区文化、历史环境、生态技术的完美结合。 技术原则是

高技派技术观的核心并主导其建筑观、美术观和历史观。除

替代技术外， 适宜技术是建筑师解释技术则时最重要的概念

。罗杰斯和福斯特都强调自己的技术为适宜技术。狭义上讲

，它常与低造价，再生能源技术有关。广义上讲，它指采用

技术时根据当地的条件和使用的情况具体而论。实际上这一

概念是建筑师对高造价的外露结构技术和昂贵的生态技术的

理论性修正。 人所熟知的艾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

，从外观上看，便是工业技术的产物。艾菲尔铁塔的设计者

称，其形状便是依赖人体骨胳的科学结构而来的，而蓬皮杜

艺术文化中心外表更是一个裸露的大车间。它们一开始并不

为人们所接受，被视为“怪物”、“无任何艺术感”，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似乎已“被迫”接受了它们，且承

认这同样是艺术化了的。同样，密斯设计的，于1952年落成

的纽约利华大楼，是最早的全玻璃大楼，可以说也是出于同

一理念，且几十年后，人们仍给了它一个建筑的大奖。 是让

新技术被动地去顺应建筑艺术，还是按照新技术本身的特性

去创造、发展新的建筑艺术？这正是高技派建筑需要回答的

问题。 而问题答案正是后者。技术不可以简单顺应艺术，或

者否定艺术，从而引起建筑艺术消亡的恐惧这其实是杞人忧

天罢了。技术反而会开创艺术、完美艺术，让新建筑尽善尽

美，这却是现代科技突飞猛进之际应有的自信。像伦敦的劳

埃德大厦、香港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更鲜明地体现出高技



派建筑艺术之际，人们的心态，则已由惊诧到平和，进而为

之激赏了。 也就是说，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在建筑上的进

一步运用，是可以作为艺术而为人们所接受、所欣赏的。把

新技术运用到建筑设计中，已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并

且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开创了一个新的、可观的前景。著名

建筑大师柯布西耶早在上世纪初便讲过：“建筑结构和装饰

的形式经过几个世纪的缓慢变化，在钢筋水泥的50 年里人类

建筑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之后，又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变革。”

人们不难看到，正是在上个世纪，金属构架、玻璃幕墙等，

已经成为新建筑的重要材料，这比过去的木结构、砖石结构

，也比钢筋混凝土结构等，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从而使建筑

的艺术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演变，人们对新技术、新材

料的认识，不断在加深，正是在这加深的过程中，艺术形式

也就相应发生了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变化。例如合金钢的

高强度提高10倍或更多，作为高层建筑的柱子，那就不仅仅

可支撑100层楼的高度，完全可达到300层乃至500层高。又如

玻璃，现在不仅可以隔热、变色、单面透光等等，甚至可以

自行发电、呼吸，具有生态调节功能。近年来风行的膜结构

，轻灵、洁白，如运用得当，也更具艺术感。 无疑，建筑的

发展是离不开建筑技术的进步的，完全脱离技术的建筑设计

，未必行得通。建筑材料的开发利用，力学模型理论的深化

研究，结构的创新，水、电技术的进化，对建筑的影响是不

可以置之不理的。失去技术支撑的建筑，非但成不了艺术，

也无法在地上站起来。应该说，建筑艺术与科学技术之间，

是存在着有机联系的，截然分开，是难以做到的。 如果把密

斯的话再读一遍，当可以读成，建筑艺术，则是技术真正使



命的实现。这技术的真正使命，不正是人类历史文化的进步

，文明的胜利么？工程建筑学理所当然是侧重于科学技术的

，但它并未阻止建筑艺术的实现，毕竟它并非纯粹的技术现

象。一位建筑师，很难是全知全能的，也可能在偏重艺术之

际忽略了技术，这包括环保等问题在内，所以，作为一个系

统工程，技术的作用也就突出了。高技派建筑的出现，不仅

令建筑学更多姿多彩，也让建筑更脚踏实地、健康地发展。 

（三） 在设计形式，设计风格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

没有哪一种流派能够一统天下，也没有什么权威去剥夺某些

流派存在的权力。理性与感性是天平的两端，它们谁也不能

压倒谁而趋向于某种平衡。最近出现在汽车设计上的“新锋

锐”风格就将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流线型与刚挺有力度的“硬

线条”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感性认识、理性推理的协谐。成

为造型设计形式的新引导趋势。总之，当今时代多元化的形

式之间只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高科技”转化为“高情感

”，“改造自然”转变为 “适应自然”才是未来设计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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