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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几部主要的现代建筑史著作的分析, 研究其中根本的一致性, 提出了现代建筑史都是以建筑形式作为理

论基础的观点,为进一步研究建筑史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现代建筑史, 建筑形式,艺术化

中图分类号: TU 091. 1 文献标识码: A

1 共鸣

首先, 我们必须纠正两种误解。一种是关于不接触任何文

化和语言的苦行主义诗人的神话。每个有成就的建筑师都从研

究过去中获得灵感, 不管带有什么偏见, 他在其中选择的共鸣总

要比他的评批要有意义得多。第二种误解是一个建筑师不需要

具备对历史的渊博知识就能掌握现代建筑语言 。
对 共鸣 的理解,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而文中的目的

很明显,便是寻找一个理论上的共鸣。在研读几位建筑史学家的

著作后, 找到了一个符合目的的课题, 即一个关于建筑形式在建

筑史学中的作用问题。

2 殊途同归

建筑史学是在古典美学形成后的一个艺术史研究高潮中诞

生的,也意味着它下意识的成为艺术史的一个分支。这显然决定

了建筑史的艺术化特征,并奠定了其研究的方式与方向, 这也是文

中探讨主题的基础: 所有的阐述,无论始于什么,最后都终于形式。

文中首先把这些比较重要的现代建筑史著作进行分类, 然后

分析归纳其中的一致性,即这个殊途同归的主题。

2. 1 客观主义的努力 ! ! ! 教科书的启示
建筑史教科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树状结构体系, 这无疑直

接继承了历史学著作的共同特征,始于希罗多德的典范。

1)教科书的客观主义尝试: a. 在时间轴中, 强调建筑随社会

演变的客观性。b.体现合编著作的中立态度。

2)建筑形式根源性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a. 以各种思潮流派作

为标签的主题。b.对各种形式根源的分析不足 ! ! ! 不始于形式 ,

却总是终于形式(无法体现枝叶与主干的联系)。

风格派有时又被称为∀新造型派# 或∀要素派# 。总的看来 ,

风格派是 20 世纪初期在法国产生的立体派艺术的分支和变

种 [ 1]。显然, 他们忙着贴标签, 把各个流派扯上一种不确切的关

系。

2. 2 形式本源论 ! ! ! 基于艺术层面的建筑史

水各类资源进行整治(如城墙遗址、民居等 ) , 充分挖掘资源的文

化内涵和个性,构建本地段和谐的空间发展模式。

2)创造体验经济的产业空间, 形成文化影响圈。未来本地段

的产业定位是以商业为主,集休闲、观光为一体的滨水产业,以期能

以点带面,推动其他地段的产业发展,形成环护城河文化影响圈。

3)展示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构筑城、河、墙、林为一体的城

市整体空间环境。环护城河滨水区开发应以古城墙等特色历史

文化资源为增长点,通过滨河绿地和步行道串联护城河四角上的

绿化节点,构筑城、河、墙、林为一体的滨水空间环境。

4)延续城市肌理,塑造现代新苏式空间模式。本地段内应建

立反映苏州古城风貌和水乡特色的建筑格局,在延续苏州城市肌

理的基础上构建滨水区新苏式空间发展模式。

5)整治滨河环境,增加亲水性和人性化空间。对于环护城河

滨水区设计 ,首先是对滨河的环境进行整治, 进而增加亲水设施

和人性化的公共开放空间,以此来集聚人气。

5 结语

在编制和实施苏州环古城风貌保护规划时,由于片面注重了

滨河景观的观赏效能, 造成了资源利用结构单一、人气缺乏等问

题。随着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游客希望环

护城河滨水区能成为集观光、休闲、娱乐、购物等于一体的多功能

产业带。因此,随着沿岸资源的不断开发打造, 未来环护城河滨

水区必将成为苏州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 也必将会为苏州城市

品位的提升提供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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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著作显然直接继承了其他方面的艺术史书特征, 这

当然与艺术在建筑中的参与以及早期建筑师对艺术的参与有直

接的关系。

1) N∃佩夫斯纳在%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一书中,直接把建

筑史的发展与艺术形式变迁联系起来, 也把研究的中心聚焦于建

筑形式创造层面上。他从艺术形式的层面揭示了现代主义不是

一突变的事件,而是一个积累和渐变的进程。

同时,在建筑领域, 至少在住宅建筑领域, 韦伯和肖已经击

败了维多利亚朝代的浮华, 重新倡导以人为本的衡量心度, 以及

易于感受或至少有效的细节 [ 2]。

书中这种叙述是难能可贵的, 但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关于

佩雷之于柯布西耶,或者迈克斯∃伯格之于 P∃内尔维的影响与意
义之类的类推。他显然把艺术形式而不是思想的演变作为主要

的源泉来阐述。

2)詹姆斯∃弗格森在%建筑历史&中的矛盾。

造船从来没有成为一种纯艺术 ,除非 有任何民族曾经建

造上帝之舟,或在海上做礼拜的话∋∋ 。显然, 他注意到了功能

的意义,但他显然更关注什么才是建筑的形式。

2. 3 形式与意识形态 ! ! ! 基于思想层面的论述
1)比尔∃里斯贝罗在%现代建筑与设计&中, 把各种思潮流派

都与当时的哲学思潮联系起来,甚至把整个现代主义建筑发展都

置于社会主义思潮的平台上进行,这使得现代建筑烙上了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印记。

伯恩斯坦∀修正# 了马克思加强阶级斗争领导革命的方案,

引入消除战斗的情景; 资本家和地主逐渐看清了它的含义, 一个

调和的劳动运动将拖住社会, 去创造一种无政治意义的社会主

义。围绕世纪之交,正当建筑师和规划师为改良主义的空想社会

主义创造物质形态时,这种思想和城市设计理论方面有许多类似

之处 [ 3]。

或许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提示的, 这是一部简明现代建筑发

展史,所以它的篇幅和深度都很有限。更愿意相信它是一部设计

指导的书,书中那些手绘图很详细, 有很多有价值的注释, 这是本

书最大的亮点。

他继续写到, 阿尔托的方法是阿波罗人的, 他的建筑是沉着

的和理性的,从大的高的窗子, 射进明亮的光线,他的建筑语言表

达的非平凡的细部复杂性,形成一种有强烈理智的建筑。柯布西

耶的方法与其对比, 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 利用形式、质地、色彩

的拼凑和光束,创造大量的剧场的效果∋∋厚重的鲸鱼背似的屋
顶,漂浮在有窄条阳光照射的墙上[ 3]。 这是诗意的描述, 一种艺

术创作的过程。

2)%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无疑是现代建筑史中最有影

响的著作之一,弗朗姆普敦成为在这方面探索的集大成者。他拓

宽了建筑史学的思想领域,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根据思想层面的分

析,为各个流派和建筑师打上标签。

关于起源于荷兰的风格派,书中写道, 他们都受到斯宾诺莎

哲学思想的影响,并有荷兰卡尔文教派的背景, 他们都来自这一

教派,因而寻求一种能够通过强调千古不变的法则以超脱个人悲

剧的文化。 关于柯布西耶那些激进的创作思路以及多变的建筑
形式, 他如是分析, 以及那种几乎被人忘却的但始终潜在的摩尼

教世界观,很可能是他的∀辩证# 思维习惯的根源。我指的是那种
无所不在的对比手法 ! ! ! 实与虚、亮与暗、阿波罗与默杜萨 [ 4]。

与其说这是关于建筑思想根源的探究, 倒不如说是其形式本

原的研究模式: a. 综合思想最终在建筑形式上的映射; b. 由建筑

形式引发的思考联系,表现在著作中模棱两可的诡辩。

3)塔夫里在%现代建筑&中, 无疑受到这种方式的影响, 在建

筑的解读中引入了精神意象的评价标准。

这种玻璃体(密斯的玻璃塔楼)作为一种建筑符号存在着 ,

但却是消极的, 它在发展,却没有结论; 它能反射 ,却只映现着自

身 [ 5]。

但是这种标准也是模棱两可的, 最直接的表现是他对阿道

夫∃洛斯( Adolf Loos)建筑的阐述。书中对芝加哥论坛招投标方

案的兴趣显然大于斯坦纳住宅, 后者是最早的现代主义作品之

一,而前者却是实实在在的表现主义。

3 诗意的创作

尽管弗朗姆普敦认为结构形式在现代建筑演进中起到了基

础作用, 但他总是努力去寻找建筑变迁中起作用的其他因素, 比

如综合性思潮的影响等,最后他又把这些努力引向了建筑形式表

达之上 ! ! ! 创作的终点。
勒∃柯布西耶认为建筑创作需要纯艺术的介入, 需要一种 精

神的纯创造 ,即一种 诗意 的创作过程。显然建筑师们在心里
默认了建筑是个艺术创造的过程,而史学家们把这种潜在的思想

以及其实现的过程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述。

建筑史学总是反映着当代建筑环境的特征, 所以, 尽管各个

建筑史学家的研究有不同的切入点, 可最根本的模式依然是沿着

时间的轴线,尝试着理清各思潮流派的脉络并诠释各种建筑形

式,最终目的却是给现在和未来留下启示。或许他们都没有意识

到,但一个可以确定的结果是, 他们鼓励了建筑师去创造一个成

功或者流行的建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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