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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地域主义》

内容概要

《批判性地域主义:全球化世界中的建筑及其特性》讲述了：阅读《批判性地域主义:全球化世界中的
建筑及其特性》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作者以极严谨的笔力与大量的史实梳理出对这半个世纪来现代
建筑的发展与“地域主义”思潮的争辩历史，我特别注意到《批判性地域主义:全球化世界中的建筑及
其特性》对以芒福德为代表的地域主义思想的挖掘等等。中国建筑学界对于芒福德并不陌生，他的《
城市发展史》已译成中文，即将再版，但对他的建筑理论介绍不多，阅读《批判性地域主义:全球化世
界中的建筑及其特性》对芒氏以及其他人的论述，不仅对我个人清理当代建筑的学术理解很有裨益，
也将有助于中国建筑学人从诸多线索来看现代建筑之后的理论纷纭。在对这一时期种种学术思想流派
一时难以辨析的情况下，为使我们对中国建筑的走向思考更具有现实意义，我认为用楚氏在《北京宪
章》中序文及在《批判性地域主义:全球化世界中的建筑及其特性》开篇中所说的“现实主义”
（realism）这一概念可能更为清晰。这是因为，就个人理解，第一，中国现实，由于经济的发展、社
会的变迁、城市化过程的加速，城乡建设，建筑事业的发展史无前例，时代需要理论，也要发展理论
。第二，这种理论的立足点，须从现实普遍的问题着眼，并作为主要出发点，致力于问题的解决。第
三，对中国当前错综复杂的问题，如能有所建树，就渐形成特色。第四，中国建筑当前正处于蓬勃发
展时期，在探索与困惑中，设计者的聪明睿智会萌生创造性的思想火花，这正是希望所在。第五，我
们当然要学习西方理论与实践，但除了理论研究者，或学校青年学者的学术探求外，对一般工作者而
言通过学派之争，也有助于促进思考，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建筑实践可以辨别哪些更有用，哪些离中
国现实太远，以一种批判精神审视，有所借鉴有所创造。也正因如此，运用“现实主义”一词可能更
简明扼要，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在此仅提供讨论而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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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死活都借不到只能在阅览室看的书。这是能够最直接的了解批判性地域主义的一本著作
，值得一看。
2、前面几篇文章没有全部精读完，有时间再看看。后面的案例呢，我觉得有的实在不够详解。还是
读文章吧。
3、到货也快，内容也喜欢，很开心
4、想在传统地域性和国际主义之间做折中。。。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 ，  在后面的项目介绍中，也没
有体现出这种折中，跟多的体现的还是在材料上的，空间上等传统地域性
5、详细讲述了地域主义的发展，并配合了实例但依然没有讲清楚何为批判性地域主义，或是提纲挈
领的指出它的特点
6、内容很丰富，文字很多，有很多评论性或者结论性的东西，虽然价格是蛮贵的，但是蛮值得的
7、资料多过理论
8、序言很有价值
9、楚尼斯是批判性地域性的龙头老大，对研究地域性有一定帮助。看起来比较轻松，图多文字少。
就是有点贵。
10、内容很充实，举例较典型。
11、一个有作者签名的书...CAFA2008
12、主要是看了后和想象中不一样，落差太大。竟然还那么贵！

13、实例应该再深入一些，前面的文章写得不错，值得一看。
14、现代建筑经典
15、三星半吧。。文章与案例脱节，文章虽然翻译生涩，但是值得细看。部分中国地区案例感觉是为
了面对中国版本特别加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16、第一，中国现实，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城市化过程的加速，城乡建设，建筑事业的发
展史无前例，时代需要理论，也要发展理论。第二，这种理论的立足点，须从现实普遍的问题着眼，
并作为主要出发点，致力于问题的解决。第三，对中国当前错综复杂的问题，如能有所建树，就渐形
成特色。第四，中国建筑当前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在探索与困惑中，设计者的聪明睿智会萌生创造
性的思想火花，这正是希望所在。第五，我们当然要学习西方理论与实践，但除了理论研究者，或学
校青年学者的学术探求外，对一般工作者而言通过学派之争，也有助于促进思考，根据中国此时此地
的建筑实践可以辨别哪些更有用，哪些离中国现实太远，以一种批判精神审视，有所借鉴有所创造。
也正因如此，运用“现实主义”一词可能更简明扼要，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在此仅提供讨论而巳。
17、传统与现代的嫁接设计，在融合现代化技术与空间分布的同时也不忽略传统元素在建筑中的应用
与体现。
18、收藏的都是杰作。批判性地域主义的作品集，例子非常有启发性。就是如果能够结合更多的图纸
和评析的话就更难能可贵
19、书本内容讲述比较专业详尽，只不过几篇文章中说讲述的内容没什么联系，都是各抒己见。配图
和例子挺好
20、我甚至怀疑难道这就是楚尼斯的原著？？？
地域主义成为一种在地方与全球之间，在诸多构成地域主义概念的问题上持续的、折中的过程。
1.非历史决定论。2.卢梭主义。3.生态并赞同高技。4.多元文化主义。5.未对立“地域的”和“全球的
”。
21、例子选得不够好感觉
22、一部与地域性有关的好书·~
23、书中的由亚历山大·楚尼斯和利亚纳·勒费夫尔这两位学者写的正文部分写得非常好，但作品介
绍部分真的太粗略了，只有一段文字配以若干图片，练平立剖都不全，而且图片也不能很好地配合地
域主义部分的说明，正文部分的配图也很乱。要了解批判性的地域主义这段历史我还是推荐K弗兰姆
普敦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这是公认的佳作，而且只有一半的价格，无比充实的内容！
24、速读cases分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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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地域建筑
26、一个半巨人写的书，都值得一看
27、批判性地域主义比起沈克宁批判的地域主义文章更好懂些，还是芒福德对该理论的基本观点。理
论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了。
28、看困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29、前面的理论部分挺有意思 后面作品反而较薄弱
30、我突然想起王小波说过无趣的书是连名字也懒得记得，但对于专业类的这些书不知道能这么大逆
不道的套用否 发现很多自己当时起码是全部读过 但全然不知道那空泛的理论到底哪些曾启发过我 
31、大二的时候看的 想重读
32、原来地域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对立。
33、很不错不过忘了要发票可以补开么？
34、其实还是叫现实主义好 地域主义这词误读起来太多了⋯⋯感觉楚尼斯他们自己也有点凌乱⋯⋯ 反
抗反抗反抗 最核心的就是拒绝模式教条嘛 两篇文章比较有效 序言和案例都没不怎么值得推荐 芒福德
和moma的快意情仇好想看细八！
35、前面两篇文章不错，但是后面都是案例了
36、书不错，值 得一看
37、批判性地域主义的帽子这么好戴哦,出书立著这么容易,两个人一个人写一片文章,然后介绍一堆有
的没的的作品,说:看,这些都是批判性地域主义呢!
38、如果你不是特意想研究这个方向就别买了，买了看着会觉得不值的，前边是理论，后边是很多案
例，铜版纸彩色印刷。不过如果是建筑理论的关注着，这本书是必看的。不在于它好不好，而在于它
是这个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39、大体翻翻，质量很高
40、无聊的时候买的一本当时认为无聊的书..结果卢姐姐讲了一个多小时,还让我赢了跟某人打的赌.....
41、书的核心在于提出“批判性地域主义”，“批判性”一词来自康德的批判性哲学。40页以后没什
么价值
42、图片深度还不够吧
43、这书很赞啊，不过居然貌似比较冷门的样子⋯⋯
44、glocal
45、原来大家对地域主义理解都很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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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其实这种书值得看的 我是在看安腾忠雄作品集的时候得以了解地狱主义 接着我就看到的 听到的对
照我心中对地域主义的了解进行思考 我们需要地域主义 但不需要不被理解的地域主义 正如那个伍兹
在建造悉尼歌剧院时借用中国框架建筑体系的受力体系 直接将受力点导入地下
2、一篇论文引发我去看这本书：《批判地域主义：全球化世界中的建筑及其特点》。本人觉得这本
书还是值得看一看的。读完这本书，对照自己所理解的地域主义，发现自己原来还停留在肤浅的表面
上。“批判地域主义”这个大约25年前就提出来的问题，直到现在还不间断地讨论。可以肯定地说，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当时，一些欧洲建筑师有提到“批判地域主义”一词是用来描述他们对建筑
的态度和设计方法的。加上康德哲学中的“Critical”,即“批判性的”，以区别于普遍意义上的“地域
主义”，以及曾使用过的多愁善感、带有地方偏见而稍缺理性的“地方主义”。记得一开始，大家字
面理解这个词的时候，都一致认为这是“具有批判性的地域主义”。在这本书上，才解决了心中的疑
团，作者提到：虽然加上了“批判性”，但并非是一种批判的眼光，实际上，它回到了旧时沙文主义
的观点。书后面的例子还提到很多案例，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其中居然也提到“严迅奇设计的广东
博物馆”。对于这个案例，我觉得自己还要继续发掘它 “地域主义”的特点，因为我觉得有点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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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批判性地域主义》的笔记-第20页

        摘抄：
⋯⋯这确实符合包豪斯所表达的对于建筑功能的定义。功能，其实几乎完全是一种对于“内部”的组
织——按照建筑的所有者和直接使用者——而并非过路人的感受和意义。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建筑外
部的装饰、立面处理、对所处环境的适应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2、《批判性地域主义》的笔记-第46页

        完全看不懂所谓的“葡萄牙殖民建筑风格”。

难道建筑的受众一定要研读建筑史或艺术史？ 

3、《批判性地域主义》的笔记-2

        刘易斯·芒福德的几句话
”过去不能复制，只能在精神上体现“
”我们的任务不是仿效过去，而是理解过去，这样我们才能以同样的具有创造性的精神，来面对我们
当前时代的新的机遇“
“那种普遍主义自我陶醉的教条怎么能一叶障目的描述人与生态系统之间那种微妙，复杂与和谐的关
系？”

4、《批判性地域主义》的笔记-第23页

        摘抄：
⋯⋯为何我们成芒福德的地域主义是具有“批判性”的？难道地域主义本身就不具有“批判性”吗？
正如亚历山大·楚尼斯和我在本书的其他章节所叙述的那样，无论是哪种政治环境下，从文艺复兴以
来，每当外部力量无视地方的独特性—无论是建筑、城市还是景观—并给以强加某种国际化、全球化
和普适性的建筑模式时，对这种趋势进行批判和反抗⋯⋯但是芒福德地域主义的“批判性”是另一个
更为重要的特征。他所批判的不仅是全球化，也是地域主义本身⋯⋯第一次，我们在芒福德的“地域
主义”中发现了相对主义的痕迹，它开始与全球化、普适性相结合，而非先前那种是不俩管理的态度
。换句话说，在芒福德看来，地域主义成立一种在地方与全球之间，在诸多构成地域主义概念的问题
上，持续折中的过程，这才是芒福德的深刻创意，这来自他对传统地域主义从根本上的批判和反思⋯
⋯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采用了“批判的地域主义”这个词来定义一种新的地域主义，他通过内省和
自我批判，从而达到自我进步的目的。而芒福德则是第一个在这种意义上，系统的对地域主义进行反
思的思想家⋯⋯

5、《批判性地域主义》的笔记-第8页

        19世纪，浪漫地域主义被引入了民俗学的研究中，目的是为了通过拥有共同品质特征的建筑，来
描绘这些包围的领土：共同对待场所的处理方式、共同的空间序列特征、共同的建筑材料以及装饰细
部它们提供了一剂减轻时代变迁之痛的廉价药方，这是一副由场所、立面等等碎片拼凑而成的幻影；
一个由外界营造出本源气息的面具。容易接近的虚伪的地域实体，它甚至不需要歌德所说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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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理解“。正如其他那些粗制滥造的物品或是大众传媒的产品一样，它们使情感得到滋养，使
理性枯竭。它们是建筑中的色情。这种典型的利用大众创造消费的方法便是国际博览会一种”新部落
的“，”物质世界幻觉论者的“，以及所谓的”忠于民族“的建筑形式粉墨登场，它们不断的、歇斯
底里地叫嚣着血统的纯正，它们着了魔般的对种族特质进行分类和有选择的排斥

6、《批判性地域主义》的笔记-第3页

        这种政治全球化的理想对立与地域区别伦，而他（维特鲁威）的立论正是建立在其中之上。作为
”自然科学家“，他力图理解和说明世界各地的建筑作为一种现象的缘由。在构造”地域“这个概念
时，他辨别和接受了建筑的特性和多样性。反过来，尽管他的主题是”建筑“，最后却落到了”政治
主宰“这个话题之中。结果，”地域“在自然范畴上的意义，不得不从属于基于政治目的的道德规范
。”地域主义“建筑很少脱离其背景而出现，它的特色鲜明而且存在的目的就是帮助构建一个派别和
一群人的身份特征。”地域主义者“的建筑将地方元素组合起来，来抗拒异族的、不被承认的统治，
表达出对宗教中解放出来的无限渴望

7、《批判性地域主义》的笔记-第6页

        从这如画的风景构成到走向新的设计之路——地域的独特魅力终于作为美被接受，并且粉墨登场
了。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它与英国民族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此也缔造出了”英国式“的
特征——对自由的忠诚植根于对那些不被雕饰的自然的眷恋，而他的人民也永远不愿为异族势力所左
右，不会与专制主义者随声附和首先受到关注的不是僵硬的”美的原则“，而是地域独一无二的特征
：土地的形态和植被的分布特征。如果说18世纪早期被称作”如画派“的地域主义着重通过空间形态
来布局，来突出某个民族的独特性的话，那么18世纪晚期的”浪漫地域主义“，则是一些追求政治上
的自由族群。因此在浪漫主义时期，对过去的回忆以及作为其载体的建筑——尽管已是仿造，但因为
能够唤起人们共同的积极——才是对抗专制的武器

8、《批判性地域主义》的笔记-第2页

             我们所关注和赞赏的是一些年轻建筑师，他们开始切实地关心建筑背后那些独特的背景和细节
，为这样一种态度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框架式很重要的。

    “地域主义”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建筑师们的专属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被我们所
采用。我们在前面加上了康德的“critical",以区别普遍意义上的”地域主义“，以及曾使用过的多愁善
感、带有地方偏见而稍缺理性的”地方主义“。

    我们甚至建议用”现实主义“来取代”地域主义“，现实主义很适于表达那种对所属的特殊环境以
及独特性的顾忌与探究，而非默然接受教条。

    

9、《批判性地域主义》的笔记-第20页

        摘抄：
⋯⋯开罗的希尔顿酒店竣工于1953年，所有的装饰都依照法老时代的风格而建造。入口大堂放置着一
尊来自埃及博物馆的巨大石制浮雕的复制品：巨大的法老王在尼罗河畔狩猎。客房中备有黄铜制的莲
花状的灯，帷帐上则附着固定性状的、手工刺绣的相同的花朵⋯⋯而在此时的美国，以迪斯尼乐园为
代表的，刺激消费为目的的“粗劣的仿制地域主义”建筑仍然欣欣向荣⋯⋯一粗劣仿造和主题式为特
征的“地域主义”在当时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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