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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现代主义》

前言

　　望着墙上的斑渍，炉边的煤堆，天上的白云或者流水不一定是愚蠢的。当一个画家仔细观察这些
东西的时候，会有惊人的发现，通过充分发挥想像力和智慧，他可以勾画出入兽争战、群魔乱舞等奇
幻壮丽的图卷。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　　照相机是白痴的工具，他以机器代替眼
睛来看东西。而绘画是嗣线条组织形体和机理。　　这是一个从看到观察最后到发现的过程。随之而
来的是启发和灵感。发明和创作都归因于一个观察行动，行动改变7事务。其他人视而不见——而你
却看到了！　　（勒·柯布西耶：我的作品，1960年）　　应黎锦超教授邀请，我于1996年到香港大
学执教，我跟他说我要教“形的构造”当时他是主席教授和建筑系系主任。他看了我的报告想了一会
儿，同意了，而且放手让我自己独立组织全部的教学计划和内容。这门课后来吸引了许多学生，也引
起不少校内外朋友的兴趣。黎教授在我到来一年后不再当系主任，三年后也不再当主席教授，并退休
离开了学校。这门课也就此终止。　　我和学生们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我觉得有话要说，决定写
一本有关这门课的书。这件事拖了很久，但我一直想写完之后让黎先生看一下，也许他还会写一篇序
，但就在我刚把初稿写完，交到出版社，开始考虑写这个“前言”的时候，黎先生却突然去世了。这
本书是献给他的，我想我的学生也会有同感。这样想并不能帮我从巨大悲痛和深深的内疚中解脱出来
，相反也许还将伴我度过余生。　　教学程序和由此产生创造性的思维的关系是本书的中心所在。它
也是在对理论和教学实践两方面深入研究的一个成果。这个研究建立了一个试验的基本框架，并通过
“形的构造”设计组的学生合作而完成。建筑设计实践和建筑教育实践是两个不同事情。在工作中我
越来越相信，前者属于过去，而后者面向未来。当前建筑教育的问题之一是羞于或不敢提倡建筑教育
的学术性。许多学校囿于现状，或者在过时的思想库里翻箱倒柜，或者重复过去培养专业人才的做法
。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学校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一般实践领域无法提供的对建筑学本身执著探求的环境
，学校应领导建筑学，而且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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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现代主义》

内容概要

《型和现代主义》简介：教学程序和由此产生创造性的思维的关系是《型和现代主义》的中心所在。
它也是在对理论和教学实践两方面深入研究的一个成果。这个研究建立了一个试验的基本框架，并通
过“形的构造”设计组的学生合作而完成。建筑设计实践和建筑教育实践是两个不同事情。在工作中
我越来越相信，前者属于过去，而后者面向未来。当前建筑教育的问题之一是羞于或不敢提倡建筑教
育的学术性。许多学校囿于现状，或者在过时的思想库里翻箱倒柜，或者重复过去培养专业人才的做
法。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学校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一般实践领域无法提供的对建筑学本身执著探求的环
境，学校应领导建筑学，而且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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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形和几何形之后转型和解型练习12．寻找和发现练习13．观形和造型练习14．作品和工具形的隐
喻宇宙的隐喻和全球市市场材料、造型和信息先进技术和灵活程序结语：关于创造性注释插图英文说
明参考书目插图来源练习15．向大师学习练习16．程序和操作练习17．结构和形体原理A．形体的美
学原理A-1 统一A-2 和谐A-3 简洁A-4 控制和重点A-5 封闭A-6 个性A-7 均衡A-8 联想A-9 亲和力A-10 对
比A-11 统一的对比A-12 变化B．形的基本属性原理B-1 点B-2 线B-3 面B-4 实体：形B-5 形的属性B-6 形
状B-7 空间B-8 形限定空间B-9 形与空间B-10 几何形B-11 有机形B-12 质感B-13 建筑空间的属性C．形体
构图原理C-1 相似性C-2 接近C-3 重复C-4 重复构图C-5 中心构图C-6 线性构图C-7 放射C-8 簇群构
图C-9 框架网格C-10 渐变C-11 集中C-12 旋转C-13 反射C-14 连续C-15 对称D．设计变形原理D-1 变
形D-2 表皮的塑造D-3 内部变形D-4 链接D-5 碰撞D-6 加强D-7 空间包被D-8 叠加D-9 连锁D-10 加
法D-11 减法D-12 延伸D-13 压缩D-14 投射D-15 透视D-16 级数变化D-17 畸形D-18 割裂D-19 切断和取消
部分形状D-20 错位D-21 注入D-22 弯曲D-23 卷曲D-24 扭动D-25 波动D-26 皱褶D-27 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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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过从材料到形的变化，阿尔贝斯的练习让学生开发“建构思想”和“空间的想像”。他说：“
最佳的学习方法是个人的经验，试验比学习更重要。”在《基础课程》中他指导的学生作品表现出对
材料处理的高度想像力（1-6-5）。形的塑造直接来自对材料的质素和潜力的研究，而且它主张对材料
的建构而不是表现——成果来自自我约束，而不是自我表现。在试验过程中，每个决定都需要有依据
，即他常说的“对我们自己，对材料和对工作都要负责，要自制。”对材料极限的长期关注也是密斯
的建筑设计特点。尽管在密斯领导下的包豪斯，《基础课程》不再是必修课，作为艺术教师的阿尔贝
斯仍使包豪斯有别于其他的技术学校。　　除了大量的关于材料研究和材料极限测试之外，阿尔贝斯
也从事对二维空间感知的研究。他自己的作品体现“看”和“感知”的复杂关系。在1931年“台阶”
（1-6-6）作品中，他改变了观者视觉：在背景中的台阶看起来在前景，台阶看似向下，实际却向上。
这里没有确定的图像，不同的视觉无优劣之分。施皮斯对这件作品有这样的评述：　　“阿尔贝斯通
过加入互不兼容的矛盾的解象给观众一个不确定性。观者一直受此困扰，不知哪种解象更好。也许暂
时喜欢一个而试图努力注意它。而这种注意一旦消失，画面又给他另一个不确定的结构。看画的踌躇
不决，感知的游移动荡正是此画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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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读过这样一本书之后，算是对于近代建筑教育的历程和建筑形体发展的历程有了一个概括
性和简单性的了解，也串联起了之前度过的一些书。
　　       巴艺的教育精神还算古典，传到了苏联，又传到了哈工大，又被哈工大改的不像样子。
　　       包豪斯的革命精神使其格外耀眼，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期望它形成一种风格确实是一种苛
刻。
　　       战争和新技术给各个产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也包括建筑学。格罗皮乌斯曾经敏锐地把握着时
代脉搏，可惜后来执着而不能将头抬起看世界，被人所否定。其实他已经做得够好了，但是完全有能
力做得更好。
　　       在这个过程中，让人耳目一新的仍然是那些艺术家。时代变化所催化出的逃避现实，让一些
人从抽象艺术，立体主义，达达主义等等找到寄托。最终，这些艺术的百家争鸣，直接影响了新建筑
。
　　       对于建筑的理解是随着时代的不同。到了德州骑警的时代，人们开始反思效率是否在建筑领
域已经快将原本应属于建筑的浪漫打消。（事实是，建筑是迄今为止所有时代的综合产物，而浪漫作
为一种大家都期望建筑应有的素质只是几个时代风格流行使然）当然，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
的问题。于是德州骑警开始让更具综合性的建筑教育更高效地被传受到学生的耳朵里面，但是也犯了
为了另一种高效而限制初学者浪漫情怀的失误，但是尽管如此，德州骑警们的理念在当时是一个不能
说最好也是很好的抉择。
　　       最近同时在读一本ETH的DEVIATION，这也是一本讲述现在ETH的基础课程教授，这套系统
在赫茨里的基础上更着重于让学生打破原有固有观念而去创新，比格罗皮乌斯的方式来得更人性化，
但是在我看来仍然不如伊藤那样优雅和浪漫，但是现在的时代和那时候有不同。作为21世纪的教材，
还是应该以古典式的浪漫来看待现如今千变万化的世界。
　　
　　       对于几何形我是不反对的，有一种想法很有意思，只要结构稳固，就不愁没人用。如果是一
个追求过并且拥有不错比例美感的形体只要结构坚固，在我们这种饥不择食的年代真的不愁没有人用
。至于形的隐喻可能对于平民建筑来说是一种奢侈吧，除非它足够便宜，但是形的隐喻更适合英雄建
筑——以一种现代的的方式来诠释与历史不同的、独属于这个时代精神的隐喻。但是英雄建筑和平民
建筑的定义界限也没有那么绝对，都是渐进的。
　　
　　       对于对全球市场的隐喻，让我想起库哈斯，他认为的“大”可以代替美学，可以容纳活动，
可以代替城市规划，是对这种隐喻的象形诠释。我不反对，但当我偶然发现，学长学姐作品集里面几
乎都有这种思想内容指导的方案时候，我吐了。但是当我擦干净嘴之后，我又觉得我不该吐，总之我
对这类想法时而着迷，时而厌恶。
　　
　　       而对于隐喻所衍生出来的复杂形体，我是喜欢的，其实它的复杂性在本质上是和洛可可的复
杂性的初衷相似的——都想通过表象和宣传方式企图告诉大家时代在变，而有时又会过于执着于其中
而过时。也许有时候它们的功能空进很好用，但是我打赌，设计者花了更多的心思在所谓的隐喻上。
可是，你不可否认，做这种东西的佼佼者，都是天才。
　　
　　        最后建筑又和信息时代扯上关系了，对于信息时代的千变万化，我觉得建筑不如不要每天杞
人忧天，但是不等于没有新的尝试，像建筑电讯派，因为历史上建筑评论家们一次次的担忧，最终都
只变成了档案馆里面泛黄的纸业。但是现在的评论家你们不用担心变成黄纸，因为现在的档案馆都是
数字化的了。
　　
　　       掌握极限，看看对手和环境下一步要干嘛，把头从画板上移开，我们就能做到坐怀不乱。形
的美丑在短暂的几万年之内仍然在人类前200万年进化所得的审美系统的评判控制中，而形下面的思想
内容取决于你想干什么，而不是你担忧什么。当然，你必须承认，并不是每个建筑都需要所谓高深的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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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现代主义》

　　       
　　
　　
　　
　　
　　
　　
　　
2、值得一看
3、积累不够，看起来很费劲
4、对于建筑教育历程的梳理
5、没好好读，需要再读很多遍
6、开始以为是贾倍思的课程作业的展示,后来看着看着变成了建筑学教育史了,后来就变成现代主义史
了...书那么大一本字排得那么散,配图也超级小,就算是双语也不用搞这么大一本来吓唬人吧,再说后来
探讨建筑趋势中的艺术思考也没说出来个什么,说了很多,介绍了很多建筑,介绍了很多人...其实什么也
没表达清楚....哎.随便看看吧
7、初略閱讀
8、讨论教学的
9、建筑教育史的部分不错。
10、笔记什么的，下次再说吧
11、　　我总是相信 看多点书 会对自己的专业有好处
　　这本厚重的专业书 是我第一本看完的建筑学理论
　　很多东西我都很有感触 
　　例如密斯关于砖的故事 例如包豪斯的几位大师们对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贡献和对于教学的理
解与态度 包豪斯短短十数年的故事就足以震撼整个设计世界 横跨所有艺术领域 影响远远不止在自身
教导的建筑的这个方面
　　后来的人们对于包豪斯的理念有褒有贬 有的赞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先驱 有的贬作奉承现代批量化
生产的帮凶 但是无论如何 包豪斯这个名字 是每个学习设计的人再也绕不去的一个丰碑 它代表了一个
时代 和那个时代精炼的精神品格 你可以苛刻批评 但是你无法否认那几位大师们所营造的一切 正影响
着当代艺术的进程 不可辨驳地受到大量人的认可与相仿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侧面 向我们还原了那些大师们的理念与实施 当中穿插着自己的意见 也非常有
见地 在客观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对影响的理解
　　而砖的那个故事 我把它润色到各种材料 
　　作为一个大一的新生 这些对于材料的只言片语有失公正和不免偏误 但是 也是我思考后的结果 望
读者指正
　　建筑是物的语言 好的建筑师倾听物的志愿 将它们还原神的韵律 
　　砖企求成拱 混凝土渴望变化 钢筋表情冷峻 沙土内心温厚 玻璃要求在隔与不隔中与光成迷 
　　建筑师起手落笔 心怀虔诚地借用人间万物 描绘亘古传承的史诗 或演奏天地共响的奏鸣
　　
　　Ps：非常可惜的是 我的课程中材料这一课用的是瓦楞纸皮或蜂窝纸皮 这些理解都完全用不上... 而
且我还想不到纸这种物质的性格特点... T_T
12、大一，看的是热闹
13、适合自学和理论体系不清晰的
14、到底是型还是形
15、这本书让我恍如回到了七年前
16、刚学建筑的时候真是舍得，什么都买，那时只看个皮毛。
17、其实不太能概括这书是在讲什么== 不过挺有趣的，图片也不错。
18、现代主义产生至今的型的分析
19、其实里面写的课程还是可以借鉴的，之后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现代主义教育史，我没买实体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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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现代主义》

子版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笼统性太大了。建筑课程有作用，教育史个人感觉用处不大，做个了解就好
，写的也挺浅的。
20、造型理论
21、最初以为是讲头脑风暴，后来发现是以史结合学生习作的书，倒不如说是建筑教育的资料更合适
。
22、挺不错的一本书，算是学到了现代形式教育的整个历程，一个个名字浮现出来，伊藤老师，格罗
皮乌斯，柯林·罗，赫茨里，彼得·耶尼等等。。。
23、~~建筑学三年级之前必读书籍~~
24、感觉教学安排比同济更稳重，作业的题目指向也更明确，看上去不会特别糊涂到底要做什么。作
者在中间夹了现代建筑史也是挺能凑字数的。扫读。
25、解惑
26、我怎么没在低年级的时候看到呢？
27、201303
28、一本关于建筑教育的书籍，尤其是香港的建筑教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29、大学的立构有借鉴
30、又贵⋯⋯又⋯⋯没什么意思。双语
31、很系统的一本书,对于需要锻炼自己的人是个机会
32、能看懂的部分讲得还是很清楚的⋯⋯果然艺术方面我还是个门外汉啊orz
33、通俗易懂，有钱即入
34、从巴艺一直到当代建筑艺术的发展，以包豪斯为起点，以思潮发展为主线，了解了不少观点，纯
粹的秩序也早已不是主流审美，其中关于海洋鱼群动态的秩序美与建筑的结合真是好玩，介绍的一些
构成联习也很有趣，看书的时候就跃跃欲试，一本特别棒的书。
35、建大不过如此
36、大三上。本来以为是贾倍思的课程优秀作业展示，没想到讲历史多于讲构成。
是本好书，但不对我当时的症结，如果是大一上看完，我会打五分。
37、遗失的好课程！
38、老师带着学生不断作实验，直到挖掘出每个人自身的创造性，这才是个性教育吧。
39、第二章节最后几篇论述攫取了来自其他学科技术革新和信息时代“新”“酷”的形式，在此基础
上建筑学科内的反应，最后提出反传统的论点，“当代建筑”是什么的问题，还是挺激发思考的。
40、介绍了现代主义的详细发展情况，并附上现代建筑教育的典型作业
41、建築理論，建議業内的同學閲讀。工科表示讀這個挺長知識，特別是對材料的探索方面。
42、学建筑，先要学会发现美和欣赏美
43、找一日有空可再读一遍的书。我们的课程设置很多都参考了其中的内容吧。
44、建筑必读...
45、神龟买的书
没看多少,书做的不错
46、从建筑教育和启蒙的角度讲述建筑的变迁和教学模式，对建筑学生的思维有所提高并且系统的形
式变化有较为深入的讲述。
47、每次看都会睡着。。。可能是信息量太大，又不详细吧，没搞明白重点在哪里。练习部分很好。
48、超抽象，记不住
49、深入浅出
50、现代主义方面讲述了从巴艺到包豪斯到德克萨斯建筑学院这几个在现代主义进程占有重要地位的
学校发展史，详细介绍一些老师，和他们的思想，著作。其中构成作业和当年大一的作业多变，有想
法，唉⋯⋯差距甚大。
51、比较清晰有条理地阐述了建筑思潮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建筑是社会精神的物化，反映当前社会发
展的哲学实质。关于建筑隐喻和当今十分盛行的生态化建筑算是很好的答疑解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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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过这样一本书之后，算是对于近代建筑教育的历程和建筑形体发展的历程有了一个概括性和简
单性的了解，也串联起了之前度过的一些书。巴艺的教育精神还算古典，传到了苏联，又传到了哈工
大，又被哈工大改的不像样子。包豪斯的革命精神使其格外耀眼，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期望它形成
一种风格确实是一种苛刻。战争和新技术给各个产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也包括建筑学。格罗皮乌斯曾
经敏锐地把握着时代脉搏，可惜后来执着而不能将头抬起看世界，被人所否定。其实他已经做得够好
了，但是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在这个过程中，让人耳目一新的仍然是那些艺术家。时代变化所催化
出的逃避现实，让一些人从抽象艺术，立体主义，达达主义等等找到寄托。最终，这些艺术的百家争
鸣，直接影响了新建筑。对于建筑的理解是随着时代的不同。到了德州骑警的时代，人们开始反思效
率是否在建筑领域已经快将原本应属于建筑的浪漫打消。（事实是，建筑是迄今为止所有时代的综合
产物，而浪漫作为一种大家都期望建筑应有的素质只是几个时代风格流行使然）当然，这在当时确实
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于是德州骑警开始让更具综合性的建筑教育更高效地被传受到学生的耳朵里
面，但是也犯了为了另一种高效而限制初学者浪漫情怀的失误，但是尽管如此，德州骑警们的理念在
当时是一个不能说最好也是很好的抉择。最近同时在读一本ETH的DEVIATION，这也是一本讲述现
在ETH的基础课程教授，这套系统在赫茨里的基础上更着重于让学生打破原有固有观念而去创新，比
格罗皮乌斯的方式来得更人性化，但是在我看来仍然不如伊藤那样优雅和浪漫，但是现在的时代和那
时候有不同。作为21世纪的教材，还是应该以古典式的浪漫来看待现如今千变万化的世界。对于几何
形我是不反对的，有一种想法很有意思，只要结构稳固，就不愁没人用。如果是一个追求过并且拥有
不错比例美感的形体只要结构坚固，在我们这种饥不择食的年代真的不愁没有人用。至于形的隐喻可
能对于平民建筑来说是一种奢侈吧，除非它足够便宜，但是形的隐喻更适合英雄建筑——以一种现代
的的方式来诠释与历史不同的、独属于这个时代精神的隐喻。但是英雄建筑和平民建筑的定义界限也
没有那么绝对，都是渐进的。对于对全球市场的隐喻，让我想起库哈斯，他认为的“大”可以代替美
学，可以容纳活动，可以代替城市规划，是对这种隐喻的象形诠释。我不反对，但当我偶然发现，学
长学姐作品集里面几乎都有这种思想内容指导的方案时候，我吐了。但是当我擦干净嘴之后，我又觉
得我不该吐，总之我对这类想法时而着迷，时而厌恶。而对于隐喻所衍生出来的复杂形体，我是喜欢
的，其实它的复杂性在本质上是和洛可可的复杂性的初衷相似的——都想通过表象和宣传方式企图告
诉大家时代在变，而有时又会过于执着于其中而过时。也许有时候它们的功能空进很好用，但是我打
赌，设计者花了更多的心思在所谓的隐喻上。可是，你不可否认，做这种东西的佼佼者，都是天才。
最后建筑又和信息时代扯上关系了，对于信息时代的千变万化，我觉得建筑不如不要每天杞人忧天，
但是不等于没有新的尝试，像建筑电讯派，因为历史上建筑评论家们一次次的担忧，最终都只变成了
档案馆里面泛黄的纸业。但是现在的评论家你们不用担心变成黄纸，因为现在的档案馆都是数字化的
了。掌握极限，看看对手和环境下一步要干嘛，把头从画板上移开，我们就能做到坐怀不乱。形的美
丑在短暂的几万年之内仍然在人类前200万年进化所得的审美系统的评判控制中，而形下面的思想内容
取决于你想干什么，而不是你担忧什么。当然，你必须承认，并不是每个建筑都需要所谓高深的思想
。
2、我总是相信 看多点书 会对自己的专业有好处这本厚重的专业书 是我第一本看完的建筑学理论很多
东西我都很有感触 例如密斯关于砖的故事 例如包豪斯的几位大师们对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贡献
和对于教学的理解与态度 包豪斯短短十数年的故事就足以震撼整个设计世界 横跨所有艺术领域 影响
远远不止在自身教导的建筑的这个方面后来的人们对于包豪斯的理念有褒有贬 有的赞为现代工业社会
的先驱 有的贬作奉承现代批量化生产的帮凶 但是无论如何 包豪斯这个名字 是每个学习设计的人再也
绕不去的一个丰碑 它代表了一个时代 和那个时代精炼的精神品格 你可以苛刻批评 但是你无法否认那
几位大师们所营造的一切 正影响着当代艺术的进程 不可辨驳地受到大量人的认可与相仿这本书提供
了一个侧面 向我们还原了那些大师们的理念与实施 当中穿插着自己的意见 也非常有见地 在客观的基
础上加上了自己对影响的理解而砖的那个故事 我把它润色到各种材料 作为一个大一的新生 这些对于
材料的只言片语有失公正和不免偏误 但是 也是我思考后的结果 望读者指正建筑是物的语言 好的建筑
师倾听物的志愿 将它们还原神的韵律 砖企求成拱 混凝土渴望变化 钢筋表情冷峻 沙土内心温厚 玻璃要
求在隔与不隔中与光成迷 建筑师起手落笔 心怀虔诚地借用人间万物 描绘亘古传承的史诗 或演奏天地
共响的奏鸣Ps：非常可惜的是 我的课程中材料这一课用的是瓦楞纸皮或蜂窝纸皮 这些理解都完全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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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而且我还想不到纸这种物质的性格特点... T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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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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