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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无声》

前言

　　这是一套很小的丛书。“小”，既是指尺寸，更是指目标。近年来，建筑，以及关于建筑的讨论
，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在我们身边，建筑体现出来的都是“大”的味道——看看“鸟巢”
、央视大楼，还有那些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大东西就知道了。营造超级梦幻本是西方建筑传统的看家
本领，如今却在中国被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这一问题上，雷姆·库哈斯很像是个预言家。
他在《小，中，大，加大》（S，M，L，XL（1995年）中提出的“bigness”理论在中国已经开花结果
。　　如今关于建筑的文字也大都环绕在那些大东西周围，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的建筑必然包
含了更加多样、庞杂的社会能量的错动和交集。它们有着天生的辐射力，是媒体的宠儿，并RJ永远吸
引着公众的视线。但是，它们并不是建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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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无声》

内容概要

《理论无声》是一套很小的丛书。“小”，既是指尺寸，更是指目标。近年来，建筑，以及关于建筑
的讨论，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在我们身边，建筑体现出来的都是“大”的味道——看看“
鸟巢”、央视大楼，还有那些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大东西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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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无声》

作者简介

　　周凌，1970年出生，东南大学建筑学博士毕业，现任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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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空间之觉：一种建筑现象学形式分析的谱系与类型建筑学与几何的危机及其超越融合与平衡——阿尔
瓦罗·西扎和他的七个作品模数话安藤评库哈斯“清淡的”城市主义实践拒绝计划一种修辞——评苏
州博物馆新馆园林再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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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无声》

章节摘录

　　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导致了人
们热衷于对宇宙真相的探寻。地理学、物理学、天文学以及其他科学的发展，改变r人们以往的空间观
。这些新科学，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媒介。可以说，正是科学革命促进r人类现代空间观念
的形成。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牛顿、伽利略和开普勒建立了新的“机械法则的宇宙”，打破了旧
的宇宙观，证明了世界是一个有自我运转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世界。当伽利略接受柏拉图知识典型
（the model）——希腊词汇中episteme定义下的知识——的概念后，当时符合正确无误又客观普效的知
识便是数学性的知识，也就是在伽利略历史背景下的欧几里德几何学（Euclid’s geometry）。房屋和
宇宙之间的类比不再可靠了，房屋不再是古希腊式的“宇宙的模型”，正如佩雷兹·戈麦兹（Perez
Gomez）在《建筑学与科学的危机》中所言，“伽利略的科学是传统宇宙体系消解的开始”。　　但
是建筑中的几何学与数学科学发展有一个不平行的现象。虽然数学和科学在近四个世纪以来取得了巨
大进步，牛顿、伽利略等人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但建筑几何学的变化却没有像科学世界本身那么
大，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是囚为尽管科学进步了，但建筑设计本身并不需要高度的数学技巧。正如
埃文斯指出的，三角形、矩形、圆形这些图形，“作为几何学数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当乏味的”，但并
不影响其建筑学的价值。相反，建筑师喜欢这些基本几何形。建筑学的测量和形式必须符合建筑的形
式和技巧，而不是数学的进步。

Page 6



《理论无声》

精彩短评

1、周凌老师的文集~研究面很宽广的学者~
2、前5篇很精彩很浓缩，后5篇水分很大
3、第一篇最好，借用笔记人的话说，闻到了人的味道*o*
4、没来得及看
5、可以算作建筑理论这方面的入门书了吧  前三篇的理论看的很爽，中国人自个写的汉字就是不一
样~~
6、决定从此少看理论
7、“理论是内心的沉淀。”就为这句，更喜欢本书作者及其文章，以及对建筑学的态度。
8、没记住啥
9、Phénoménologie ，不好写，不好操作，写的人也很多，很难有新的震撼啊
10、这本书全然不对我的胃口，摆在本科和研一或许还有些兴趣，摆在现在，看到现象学三个字胃都
抽搐了
11、不错看，短篇文章合集。有现象学vs建筑学，写得不晦涩至少读得懂；关于几何学在建筑学危机
那一篇最好看；分析安藤建筑的很逻辑，对安藤没更多了解，不明觉厉；写园林的片段的思考也好看
；对苏州博物馆的评价我也很认同。这一系列丛书似乎有三本，至少其中两本蛮好看。
12、绵密而厚实的笔法，从现象学角度解读建筑，从建筑的角度解读电影，都给人不少新的启发。现
代建筑师要如何游走于科“技”与文“艺”之间，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难题，作者把这个问题内在
的理路说明白了。
13、几何学那篇还挺好的
14、建筑师是会拉丁语的木匠---阿尔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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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无声》

精彩书评

1、这本集子既不是建筑历史理论文集，也不是设计理论文集，而是作为建筑师和教师双重身份的笔
者一段时间以来的思想印迹。“理论无声”这个书名，表达出作者对“理论”的态度：理论的目的既
不是功能性的，也不是来自外部的，而是自主的和自足的。可以说，理论是来自个人内心的沉思。 书
中文章涉及哲学与艺术史视野下的建筑学基本理论研究、建筑师和作品分析，以及建筑文献的批判阅
读与评论等方面。这些长短不一的文章，大致构成了笔者的知识构架，反映了自己在建筑学方面的认
识与观点。这些文章既是某时某地的即兴语言，也是一贯的思索。其中几篇文章曾发表于《建筑师》
、《时代建筑》、《新建筑》等杂志，另外几篇是未发表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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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无声》

章节试读

1、《理论无声》的笔记-形式分析的谱系与类型

        文艺复兴与巴洛克的视觉特点比较参考

2、《理论无声》的笔记-模数化安藤

        对安藤可以这样理解：在康的空间中，把柯布西耶的混凝土打磨的像密斯的钢那样精细。

3、《理论无声》的笔记-第15页

        有我想看到的鞭辟入里的东西。
什么是现象学的建筑。西扎、安藤、伍重。

起码这本理论的书没那么枯燥。这就很难得了。

4、《理论无声》的笔记-第95页

        在中国的私家园林中，院墙上各种形状的门洞往往是空间的提示，是从街道到院子或从一个院到
另一个院的过渡。一圈精心烧制的青砖线脚强调了框景的轮廓，它同时起到墙面材料转折的限定作用
：街道墙在门框处变成院内墙，院内墙又在房门处转折成室内墙。如果门外是石墙，门内是石灰白墙
的话，门框处那一圈青砖线脚就显得极为重要：它作为第三种材料肯定地联系了内外两端。这种室内
外的转化基本上是有明确分界线的，也就是说，“门”是室外材料在此终止，而室内材料在此开始的
地方。

5、《理论无声》的笔记-第10页

        空间存在于意识之中，而且任何空间都有联系着它的各部分思维支撑着。假如人在黑夜里失去器
官视觉，便失去了空间深度。“黑夜不是在我面前的一个物体，它围绕着我，它通过我的器官进入我
，它窒息我的回忆，它几乎抹去我的个人认知。我不再以我的知觉器官作为掩护，以便从那里看物体
的轮廓在远处展现。黑夜没有轮廓，它接触我，它的统一性就是超自然的神秘统一性。但只要黑夜远
处隐隐约约充满喊叫声和光线，它就能整个地活跃起来，它是一种没有平面、没有表面、没有它和我
之间距离的一种深度。”黑暗屏蔽了知觉，也因此屏蔽了空间，如同电影院中的黑暗，压平了真实空
间的深度，而打开了电影空间与画面的深度。

梅洛-庞蒂以绘画中的“透视”来说明一个重要的道理，即艺术家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做出了一个虚
假的三维深度。他认为人们看见了深度，而深度并不是真实可见的，因为深度是从我们身体开始，到
物体的距离来计算的。这个奥秘是一个虚假的奥秘，人们并非真实地看见了深度，即使看见了，也是
另一种深度，是人的视觉本身遮蔽了一些东西，而又向人们敞开了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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