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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作为建筑人 ，迄今为止 ，笔者一直认为建筑界首
要做的事仍然还是要树立科学的观念 、科学的思想
和科学的态度 ，而后才是科学的决策 、科学的方法和
科学的措施 。

在我国 ，相当长的时间里 ，政治可以冲击一切 ，
实践可以代替一切 ，建筑被简单化 、庸俗化 、概念化
和僵硬化 。建筑理论研究领域更是重灾区 ，真正称
得上是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工作几乎是空白点 。

长期以来建筑科学 、建筑技术 、建筑工程界限不
清的问题一直存在 。 设计者视野狭窄 ，思路狭窄 。
建筑管理部门 、科研部门 、教育文化部门的工作几乎
都是以工程为中心 ，视工程设计高于一切 ，这也是建
筑业“有业无学”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改进的体制性
原因 。

经常遇到的建筑形式 、工程结构 、设计理论等问
题 ，由于其相应的术语 、概念 、学科系统没有理清 ，都
难以解决 。

目前 ，急需研究解决的建筑理论问题有 ，建筑学
的本质和特征 ；各类建筑设计原理（新增加的建筑类
型很多 ，原有建筑类型的内容形式也发生了极大变
化） ；建筑风格理论 ；建筑评价标准 ；建筑构图理论 ；
建筑创作理论 ；城市 、建筑 、园林的建设模式 ；城市 、
建筑的管理模式 ；建筑专业教育 、职业培训标准的管
理依据 ；人居环境学理论 ，等等 。

2 　建筑理论［1］

2畅1 　建筑理论的定义及其研究现状
枟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枠上关于建筑理论的定义

反映的是人们对建筑理论的阶段性认识 。随着时代
的发展 ，它已经不能涵盖当代人们对建筑理论的深
化与发展的认识 ，需要做大量的补充和改进 。

该书
［２］
曾写道 ：“建筑理论是判断建筑或建筑方

案优劣的依据 ，而这种判断是建筑创作过程中一个
必不可少的部分 。” 该书还说 ：“一般认为 ，完整的建
筑理论不外乎维特鲁威提出的三个拉丁词 ：‘实用 、
坚固 、美观’ ，即空间布置适当 、结构坚固 ，外形美观 。
一般认为 ，只有当建筑的结构形式和外观与结构体
系相符时才具有‘真实’的美 。” 该定义基本上是关
于建筑物的理论 ，这一理论对于建筑群 、建筑环境 、
建筑区 、城市等这类建筑系统则显得无能为力 ，它不
能涵盖建筑物内部组成要素的内容 。

枟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枠还列举了关于建筑理论
的两种相互排斥的见解 ：“一种认为 ，建筑的基本原
理是艺术的一般基本原理在某种特殊艺术上的运

用 ；另一种认为 ，建筑的基本原理是一个单独的体
系 ，虽然和其他艺术的理论有许多共同特点 ，但在属
性上是有区别的 。”

虽然关于建筑理论的这两种相互排斥的见解目

前仍然存在 ，在此基础上后来又派生出形形色色的
建筑流派 ，形成了当前建筑多元化的现实 ，但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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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这两种见解都只反映了建筑的部分本质 ，是不够
全面 、不够深刻的 。 前一种见解过于强调建筑的艺
术性 ，后一种见解过于强调建筑的特殊性 。 在建筑
理论研究领域至今还存在着许多误区 。 如 ：把罗列
建筑现象实例误认为是建筑理论 ；把套用某些建筑
理论原则误认为是运用建筑理论 ；把整理建筑信息
资料使之条理化误认为是建筑理论成果 ；把对于建
筑中某些问题的一些想法误认为是建筑理论 ；把建
筑中的一些政治原则 、方针政策误当成建筑理论 ；把
重要人物的只言片语误作为建筑理论根据 ；把形式
服从内容误认为是建筑的金科玉律 ；把对建筑的历
史研究等同于建筑的理论研究等等 。建筑理论定义
不清与建筑理论概念不清是导致建筑理论不清的

根源 。
我国建筑理论研究工作与兄弟学科相比至今十

分落后 ，据 ２０世纪末全国有关软科学研究的调查统
计 ，建筑科学的排行名次仅次于地质科学 ，倒数第二
（见图 １） 。

１ － 农林牧渔 ；２ － 工业 ；３ － 地质普查 ；４ － 建筑 ；５ － 交通运输 ；

６ － 商业 ；７ － 房地产 ；８ － 卫生体育 ；９ － 教育文化 ；

１０ － 科学研究 ；１１ － 金融保险 ；１２ － 其他

图 1 　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行业分布［3］

Fig畅1 　 Industry distribution of soft science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china

建筑理论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建筑历史的研究和

建筑文化的研究两大类 。建筑历史的研究主要还是
从事一些考古或历史资料整理工作 。建筑文化的研
究 ，主要还是翻译引进一些外国建筑理论著作 ，而且
大多是引进那些有实用价值的外国建筑理论著作 ，
如有关设计原理和设计实例内容的教材 、一些介绍
外国建筑流派的书籍等 。
2畅2 　建筑理论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及体系框架

那么建筑理论大致会有哪些方面的本质属性和

特征呢 ？建筑理论是针对建筑对象或者建筑系统以

及与建筑有关的内部 、外部研究对象的定性 、定量 、
定形态的知识体系 ，也是关于建筑系统的信息体系 。

建筑理论大致会有以下 １０ 个方面的本质属性
和特征 。

概括性 —以简炼准确的建筑术语 、概念 、法则涵
括复杂丰富的内容 ；体系性 —由建筑对象决定的术
语 、概念 、法则相互补充 、联系成的理论系统 ；普适性
—建筑理论揭示出带有普遍性的内容 ，源于个性 、高
于个性 、能启示和指导人们对建筑特殊性的认知和
把握 ；开放性 —它既指导建筑实践 ，又接受建筑实践
的检验 ；阶段性 —建筑理论是一个阶段的相对真理 ，
并非绝对真理 ，它不具有绝对正确性 ，不是永远的正
确 ；局限性 —建筑理论的局限性表现在很多方面 ，如
建筑知识的局限性 、范围和深度的局限性 ；本质属性

图 2 　建筑科学技术体系图
Fig畅2 　 System of buil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统一性） —建筑理论只能揭示建筑对象那些带有普
遍性的本质属性 ，一般不能指出建筑对象的全部具
体属性特征 ；形态方向性（原则性） —建筑理论的抽
象概括特征 ，决定了它只能大致地指出建筑对象存
在形态模式的方向性 ，而不能确定具体形态形式的
细枝末节 ；目标属性（目的性） —建筑理论追求的是
建筑价值判定 、目标选择的问题 ，实现价值和达到目
标尚需要大量实践活动 ；多样性 —同一个对象或范
围可能引发出多种建筑理论 ，有建筑理论的多样性
才有建筑形式的多样性 。没有建筑理论指导的建筑
多样性是“随意性” ，不在此论 。

笔者认为 ，建筑理论框架的建立应当由以物为
中心转变到以人与社会的建筑需求 、以人与社会的
建筑哲学为中心的研究对象上来 ，研究的是它与此
相关的建筑系统 、内部要素 、外部自然环境 、社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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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学科环境等相互作用的理论 。 为此笔者曾经试
绘了一个建筑科学技术体系图（见图 ２） 。

在图 ２ 中 ，作为理论整体纵向轴的是一个学科
理论的性质层次 —建筑哲学 、基础科学 、技术科学 、
工程技术层次等 ；作为理论整体横向轴的是有关建
筑学科的基础学科群 ，而不是建筑类型这样十分具
体的内容 。

3 　建筑理论信息体系
　 　建筑理论体系属于信息体系 ，建筑理论的研究
与建设要有信息意识 、信息观念 ，建筑理论研究要采
用信息技术 ，达到信息科学 、信息文明要求的
高度 。 　 　

为了形象地分析信息的属性 、层次和结构 ，决定
某种理论的弃取 ，笔者也曾试绘了一个信息科学金
字塔 。

信息科学金字塔把信息分为五类（见图 ３） 。

图 3 　信息科学金字塔
Fig畅3 　 Information science pyramid

１）原始信息（混沌层次） 。 此类信息解决“有什
么”的问题 。是对客观情况 、实例 、动态 、统计数字等
现象进行描述的信息 。 此类信息有可资参考的成
份 ，但其本身属于“矿砂”式的混沌层次 ，因此在使用
此类信息时需要沙里淘金 。原始信息属于前科学范
畴 ，其特点是原始性 、杂乱性 、待加工整理 。

２）操作信息（运作层次） 。 此类信息解决“怎么
做”的问题 。包括规章 、制度 、操作工艺 、经验 、做法 、
模式等等 ，带有知识性信息的性质 ，优势是能最快的
形成直接生产力 。 操作信息属于准科学范畴 ，具有
经验性 、程序性和可操作性 ，但常常有局限性和盲
目性 。

３）知识信息（认知层次） 。 此类信息解决“是什
么”的问题 ，是系统化了组合起来的信息 ，是经过专
门加工提炼而成的系统化知识 ，可以直接用来提高
人们的修养 、素质和操作能力 。知识信息属于科学

知识范畴 ，有它的系统性 、明晰性 ，易于学习和普及 。
４）理论信息（提高层次） 。 此类信息解决“为什

么”的问题 ，是指那些把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系统
化 、理论化的新观念 、新概念 。该类信息中有些信息
可称为“点金术” ，常常能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 ，使
事物发生质的变化 。 理论信息属于科学理论范畴 ，
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 ，有广泛的适用性和指导
性 ，但有些理论比较抽象 ，难于把握 。

５）综合信息（哲学层次） 。 此类信息解决“向何
处去”的问题 ，是统观全局 、总结历史经验的信息（包
括对发展水平和趋势 、战略和战术的分析与价值 、效
果判断等） 。其中一些重要的信息甚至具有历史创
文献价值 。综合信息属于哲学层次 ，有其综合性 、全
局性和深刻性 ，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 。

综上 ，信息科学金字塔从信息整体和信息分类
的角度 ，从信息定位和信息定性的角度 ，都说明了人
们与信息系统的认知关系 。 因此 ，从信息论的意义
上讲 ，信息金字塔在信息认知 、信息理论和信息运用
上 ，都具有它极其有益的价值 。

4 　建筑理论的起点 、终点及其创新［4］

　 　人们对建筑理论的起点和建筑理论的终点总是
十分感兴趣 。

建筑理论的起点和终点问题是科学学的问题 ，
即科学的哲学问题 。 因此 ，建筑哲学是建筑理论的
起点和终点 。

科学经常是从猜测与假设开始的 。
建筑理论的创新是建筑科学发展的关键 ，它要求

我们要站在国际学术的最前沿 ，紧密结合先进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 ，依靠多学科的交叉优势 ，努力进行建筑理
论创新 、推动建筑制度创新 、建筑科技创新 ，建筑科技
源头创新 ，让建筑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介于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建筑 ，是大科学部门 ，发
展建筑科学是建筑界责无旁贷的责任 ，加速实践建
筑理论的创新迎接建筑理论的春天 ，是笔者解读建
筑理论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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