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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域建筑”从最初的边缘化实践，到“狭隘的地域主义”，再至

如今的“广义地域主义”与“多元化”，已经成为建筑学界建筑创作的共

识，成为专业媒体和学者深以为然的建筑评论的标准。然而，“世人皆知

美之为美，斯恶也”，标准的固化，语义的扩大化，却使“地域建筑”越

来越流于标签化，当下的建筑实践或多或少都企图用它来站队，戴帽修

饰。为了避免标签化导致“地域建筑”的内涵流于模糊，需要将此命题具

体化，“建筑适应性”的概念便应运而生。本文通过对“建筑适应性”的

系统论分析，系统而全面地归纳解析地域建筑的创作方法。

一、建筑适应性的时空理解

建筑适应性是对“地域建筑”命题的具体化。它有两层含义，一是

适应，二是适度。“适应”是目标，对象是历史文脉及所处环境，以期建

筑设计能够和环境中的复杂因素对应。“适度”则是策略，是困于现实的

综合条件、基于发展的远望，做出的合“度”的取舍。因此，“建筑适应

性”具备了“时空”两个维度的特点。在纵向的时间轴上，体现着建筑与

环境的自我“生存”，即延续、发展、更新与演进 ；而在广阔的空间中，

不同地域的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推动，形成综合、发展的交互（图1）。

     

二、适应性成为判断的主要依据

基于对建筑适应性的时空理解，地域建筑创作不是静态、孤立的，

需要以时空转化的思维，不断地分析、综合、判断环境的“时空”特点。

但“时空”特点通常是多元的，建筑创作如何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中保持

“原型”与“现行”的对立统一，这需要广义理性的建筑创作，并以“适

应性”成为判断的主要依据。首先是多元借鉴，即向传统地域文化借鉴，

向优秀经验借鉴，向相关科学艺术借鉴，并理性系统地进行分析与梳理，

“适应”现代的审美情趣加以借鉴。这种借鉴是深层次的、全面的，适应

时空发展的。之后是理性的综合，这又是基于建筑适应性的理性的判断与

取舍。只有理性的综合才能使建筑与环境有机地统一。地域建筑的创作更

需要“理”与“情”的对立统一，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这样既关照地

域整体环境与文化，又能顺应时代性。广义理性地对地域做出综合判断而

进行建筑创作是正确的方法（表1）。

三、建筑适应性的系统分析

建筑介入环境，并形成新的稳态，需要关照环境，与环境系统发生契

合。环境系统可分为分为元素、关系、结构、系统四个层次。地域建筑的

适应性创作，正是对这四个层次的关照与表达。[1]

1．系统——延续与复合1．系统——延续与复合

以系统论的观点，对环境系统的整体把握在地域建筑的适应性设计

中起着控制性作用，具有主题决定性。建筑如何介入环境，在时空的理

解下，既可以是延续原有环境系统，即保留与发展，也可以是复合多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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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地域建筑适应性的系统分析

表1 广义理性分析法与其他分析方法的不同
类别 传统地域性建筑 广义理性（广义地域性建筑） 现代建筑
设计方法 经验主义的方法 分析、综合、判断 以分析为主导
设计原型 生存与民俗功能 物质、人文精神 功能主义为主导
功能特点 多元含混的功能 多元功能的综合化 功能的单一化
价值取向 价值体系多元化 价值体系的可持续性 价值体系的单一性
资料来源：赵亚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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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即叠加与嫁接。基于对自身环境系统“时空”特点的认知，可采取不

同方式。如成都太古里基于对大慈恩寺片区历史建筑的保护，则是延续原

有环境系统的特点，进行保留与发展。太古里延续原有的小尺度、纵横交

错的街道特点，而保留的保护建筑则成为场域中的活化点，它们所形成的

历史和趣味空间增强了场所对身体的黏结性。[2]自古以来，“逛街”都是

深受百姓喜爱的社交体验活动之一，设计中延续这一传统，使街道空间的

设计能满足孩子、老人、年轻人等不同社会群体的多元化需求，同时也加

以发展，原本单层的街道体验也拓展到了二层乃至三层，提高空间利用率，

丰富体验，也激活了商业（图2）。而冯继忠先生在设计上海淞江的方塔园

时，则基于时代的发展及要求，复合多重系统。不仅利用假山、山林、堑道

等元素延续中国古典园林中“藏”的系统，也借用西方中心控制及“放”的

系统，以方塔尺度为基准控制复合中西两种园林系统，叠加收放自如（图

3、图4）。[3]挪威的奥斯陆歌剧院，基地位于峡湾沿岸，是城市环境和自然

环境的交界处，设计中便复合了这两种系统。以“地毯”为概念，延续自然

系统，将沿湾一侧的开放空间水平延伸至建筑的斜屋顶，继续作为市民活动

场所，另外一侧则延续城市尺度，设置歌剧院空间及附属空间，两种系统相

互复合，建筑得以更好地介入环境，使用效益更大化（图5）。

2．结构——同构与嫁接2．结构——同构与嫁接

结构是系统的特性，是系统中关系的发生机理。在地域建筑的适应

性设计中，对结构的关照不在于具体有形的建筑表象，而在于真实，在于

地域文化中人们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的认同模式。这是对环境系统更为本

质的把握。因此，环境的真实结构需要被尊重与保留，这一原则强烈地体

现于新建筑与传统和地域环境的对话中，这需要把握与尊重环境系统的原

型。如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扩建工程，是对原有结构的同构。地上部分基

址原为广场的中央喷泉，贝先生采用同样具有透明性的玻璃金字塔取代水

池，并以同为古典几何形态的金字塔，呼应、延续卢浮宫的稳定、理性的

几何结构，尊重环境的结构特性，恰如其分地融入原有环境，获得人们的

认同（图6）。而对环境真实结构的尊重，除了对原结构的同构，还应基于

环境的时空发展特性，对原结构做出修正与嫁接。如米拉莱斯设计的苏格

兰议会大厦，不仅尊重爱丁堡市的都市结构，也重视整个苏格兰土地的结

构特征——建筑是景观的一部分，将基地所在环境特色（依山、城边、议

会特性等）以枝条树叶这种特殊结构嫁接到都市之中，冲突与复合之下，

使环境中的结构特征清晰可辨，场所感和地域认同感十分强烈（图7）。

3．关系——和谐与冲突3．关系——和谐与冲突

环境系统中穿插着复杂的关系，有可见关系，诸如地理气候、城市

肌理、空间尺度等，也有无形的关系，诸如人的心理、空间行为、审美意

识等。建筑适应性的创作，需要建筑师正确厘清地域环境系统中的复杂应

对关系，以适度的方法解决环境中的矛盾和问题。关系同样有两类，一是

和谐，即环境关系中处于平衡的稳态 ；二是冲突，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和

谐，通常关系的异化可以带来新的处理关系，对现有关系中矛盾和问题做

出强烈而必要的补充与修正。一个建筑为了介入环境乃至修正环境，两种

关系通常是兼而有之。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卡特琳市场改造，则生动地体

现了这两种关系。市场位于巴塞罗那的老城区，周围是老住宅，开放的建

筑平面和体量打破了街区中方形合院的平面形制，而巨大的如波涛汹涌般

的彩色大屋顶，更是与周围规整朴素的建筑风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为

甚者，热闹的市场竟与平静的遗址并存，当下与历史，琐碎的日常生活与

图1　建筑适应性的时空适应分析（图片来源：镡旭璐绘制） 图2　成都太古里对传统街区、“逛街”的体验方式、街道空间
尺度的延续与发展（图片来源：镡旭璐绘制）

图3　方塔园的总平面图
（图片来源：www.treemo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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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方塔园的系统复合分析图
（图片来源：镡旭璐绘制）

图5　奥斯陆歌剧院的设计中延续城市系统，
并与自然系统相叠加（图片来源：镡旭璐绘制）

图6　卢浮宫金字塔取代原有的圆形水池，延续环境中稳定、理性的
几何结构（图片来源：镡旭璐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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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迹及宗教的神圣发生着强有力的碰撞。这是设计者的故意而为，试

图通过“万花筒似的混合语言”，与原来的环境形成冲突，强烈刺激、修

正原有环境破旧、散漫而混乱的状态。但冲突的表象之下，实际掩藏着和

谐的关系。[4]圣卡特琳市场通过保留老建筑的北、西、南三面外墙，与周

围的老建筑和谐对话。屋顶上色彩斑斓的瓷砖既是市场瓜果蔬菜颜色的提

炼，又是巴塞罗那城市卓越的手工技艺和艺术天赋的体现，凝练着巴塞罗

那的整体印象，因此又与城市的环境十分和谐（图8、图9）。

4．元素——传承与变异创新（再用与再现）4．元素——传承与变异创新（再用与再现）

元素是建筑环境系统中的基本单元，是环境认知的基础，可以理解为

自然环境气候、形式、空间、技术、材料、装饰等建筑的基本构成，也包

含社会人文要素。基于对建筑适应性的时空理解，元素需要传承，以构成

建筑创作中的重要依据，如对形式语言的运用，建筑体量的控制，比例尺

度的推敲，材料与工艺的再现等，这是建筑融入环境、获得地域认同感的

基础。传承并非固守形式，而是根据时空的发展特性加以创新。如何通过

对基本元素的抽象与合理演绎，形成新的创作与表达，是建筑师创造力与

设计能力的体现，如对形式符号的抽象、提炼及异化，甚至包括对材料与

工艺的发展与创新。作者在设计厦门大学海韵图书馆三期时，尽量发掘、

关照建筑环境中的基本元素，如闽南院落空间的特点、嘉庚风格的形式

与装饰特点等，运用原象、残象的手法演绎、创新，以适应现代建筑的材

料、技术特性与审美特点。[3]该建筑体量由两组院落相互咬合形成，借鉴

地域传统建筑空间的智慧，适应当地的气候与具体环境。在建筑造型处理

上，提炼借鉴地域建筑中曲线屋顶的形式，通过变象的演绎手法与合院式

的建筑体量进行有机结合，并运用残象的处理手法，将一个体量的屋顶曲

线局部打断，形成趣味变化。闽南地域传统建筑的立面装饰特点突出，既

反映特定地域环境中人们的情感需求，又关照到地域材料的运用，与建筑

适应性的创作观点不谋而合，因此，在建筑的立面设计中运用现代的材料

和技术加以传承和演绎，如出砖入石、材质拼贴、色彩明快等，完成地

域传统建筑特征的时代化表达。这样的创作设计，既是对传统元素的发

掘与传承，也是对它的发展与创新，是建筑适应性的时空理解下的题中

之意（图10）。

四、建筑适应性的实践探索

基于对建筑地域性的适应性创作分析，我们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关照建

筑的地域性，只是具体到每一个建筑上表现重点不同而已。创作是一种综

合处理。以下就几个实践，分析在地域建筑现代化的表达中对“建筑适应

性”做出的思考。[5]

1．厦门大学图书馆三次改造工程1．厦门大学图书馆三次改造工程

厦门大学图书馆是我们对本土地域文化、建筑场域特点、使用者行为

与心理做出适应性创作的实践。厦门大学图书馆设计从2002年至今历时

三次改造，每次改造都是以地域为基本，基于时代与需求发展的适应性改

造。三次改造都将整体环境作为系统，针对不同时期的适应性差异做出改

造，形成了“文化气候适应—空间适应—行为与心理适应”的时间改造轴

线。其间，各自亦有互通互融的方面（图11）。

（1）第一次适应性改造 ：整体校园文化与空间的适应

第一次改造始于2002年。原建筑是一座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在这一

次改造中重点关注的是对地域文化的表达与适应。首先在建筑形态上，协

调了中西合璧的厦门大学嘉庚建筑风格，并在新扩建部分将中国的汉阙和

西洋山花相结合、将红砖和仿石面砖相结合，与厦门大学校园建筑取得形

式和色彩上的呼应。其次，通过改扩建使原来双院相套的空间模式变成院

落+中庭的模式。结合建筑功能及流线，营造图书馆的空间环境。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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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苏格兰议会大厦设计分析——枝条树叶的特殊结构
（图片来源：镡旭璐改绘，原图出自photo.zhulong.com）

图8　圣卡特琳市场开放的建筑平面和体量打破街区中方形合院的
平面形制，并置入鲜亮的颜色（图片来源：镡旭璐绘制）

图9　圣卡特琳市场巨大的波浪屋顶下是热闹的集市和静态的遗址的并置
（图片来源：左图为镡旭璐绘制，右图为2015年第4期《建筑创作》）

图10　厦门大学海韵图书馆三期（图片来源：赵亚敏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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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落适应闽南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图12）。

（2）第二次适应性改造 ：环境与空间的适应

第二次改造始于2006年。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对藏书以及对学

习空间的需求发生了改变，因此这次改造是“适应中的调整”。重点集中

在新增入口与阅览室扩建两个方面。首先扩建的部分正对厦门古寺南普陀

寺，我们采取了较为谦虚的态度，将加建部分建筑体量化整为零，谦虚地

对周围的环境做出适应性表达。其次在元素应用上，依然延续了厦大嘉庚

建筑的元素与色彩。另外有趣的是，正对南普陀寺的楼梯间设计成了一个

“双手合十”的符号隐喻，体现出“弱建筑”的设计原则。[6]

（3）第三次适应性改造 ：行为与心理的适应

第三次改造始于2015年。这次改造是基于使用者心理与行为适应性的

改造。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馆的服务越来越多元，目前的图书馆不再仅

是借书与阅读的地方，而是成为校园中多元交流、资源共享的场所。第三

次改造集中于西侧中庭。首先将线性的走廊改造为多元化的空间，在分析

了当代大学生行为与心理的基础上，增设挑台、灰空间、趣味座椅等，使

得行为模式变得丰富多彩。其次，为了适应地域文化，所加建的部分在既

有形式上进行创新，材料选择上则以新材料为主，新旧对比，增加建筑在

时间维度上的层次（图13）。

2．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学生活动中心2．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学生活动中心

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学生活动中心始建于2013年，翔安校区的规划与建

筑设计延续本部自由与秩序结合、自然与理性互补的格局，在总体规划上

秉持尊重自然的理念，顺应地形（图14、图15）。

（1）系统环境的适应性

活动中心位于校园湖西北侧，连接着宿舍与教学楼。特殊的地理位置

需要以系统的眼光来处理建筑布局。在设计上，不仅仅要适应周围优美的

校园风光，也要考虑如何衔接周围建筑。设计将建筑体量打破分离，产生

两条道路穿行其间，形成两条主要轴线，这样可以使活动中心与周围整体

环境建立良好的对话。同时活动中心与周围建筑紧密相连，将周围的环境

视为一个系统。在这里，活动中心是系统中重要的结构元素。

（2）形式风格的适应性

在建筑的设计上继承了“嘉庚建筑”的风格，又有所超越。在这样

的校园内设计一座新的活动中心是一种挑战。在厦门大学翔安校区的学

生活动中心设计中，我们理性地分析本部校区嘉庚建筑的风格特点，从中

汲取营养。同时关注艺术“均衡性”的特点，既关照新时代下的学生审美

情趣，同时试图摆脱以建筑的形象为中心的设计，而是将场域、基地、行

为、空间质量作为前提来考虑，使整个活动中心产生“建筑有厦大特色，

同时又有所新意”的效果。同时在空间的设计上，突出学生活动中心的特

点，活动空间有序又充满趣味，开放空间与单元式空间混合布局，空间有

分有合，满足了大学生对活动空间的要求。

3．厦门南洋学院图书馆3．厦门南洋学院图书馆

（1）环境系统的适应性

面对不同的大学校园环境就需要做出不同的适应性处理。与厦门大学

环境不同，厦门南洋学院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是当地一民办学院新校。总

体规划为境外设计，其他单体已经完成。学院总体规划以方格网和方盒子

为主要控制因素，在形体设计中仍然延续和关照总体关系取得统一，同时

充分考虑地形高差和景观关系（广场和湖面）。建筑延续了校园方正的格

局，将该图书馆处理成规则的方形，建筑以穿插的形体呼应校园总体关系

并体现现代性。

（2）地理气候的适应性

厦门气候炎热，夏季多雨，因此以底层架空、双层墙及方格网遮阳表

图书馆三次适应性改造解析

改造前 第一次适应性改造

第
三
次
改
造

第二次适应性改造

地域
文化
校园
适应
改造

图11　厦门大学图书馆三次适应性改造解析（图片来源：赵亚敏绘制） 图13　厦门大学图书馆三期改扩建后（图片来源：王绍森拍摄）

图12　厦门大学图书馆一期改扩建后
（图片来源：王绍森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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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图书馆气候适应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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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学生活动中心的平面关系、
流线分析图（图片来源：镡旭璐绘制）

图16　厦门南洋学院图书馆气候适应性表达的策略
（图片来源：赵亚敏绘制）

图15　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学生活动中心多层次空间适应多样
性的学生功能（图片来源：镡旭璐拍摄）

图18　厦门南洋学院图书馆东面
（图片来源：王绍森拍摄）

图17　厦门南洋学院图书馆西面
（图片来源：陈炜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