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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起点的多元化探讨

彭　鹏

（石家庄铁道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建筑方案设计的起点除了传统的纸上“平面设计”以外，还可以“空间”、“剖面”等

作为设计起点。此外，还有很多其他选择，比如“理念先行”、“模型”、“建造”本身以及“计算机

应用”等。诸多方式并存，源于人们对建筑及建筑活动的不同理解。问题不在于哪种方式更

好，而在于哪种方式更适合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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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点”对于任何创新性质的活动都至关重

要。“起点”不同或“初衷”不同，会直接导致事物

的结果不同。即使结果相同，“初衷”的不同也会

导致整个事件的性质不同。但在建筑设计领域，

“起点”或“初衷”不一样，基本上可以认为设计成

品的必然不同，它不仅是形式的差异，也是性质的

不同。本文不仅是为了设计作品的丰富多样而讨

论“起点”的多元化，更是为了从多个角度透彻理

解建筑设计行为本身这项创造性活动，使之从意

义上深刻、从解读上透彻、从层次上提高、从理论

上升华、从评价上多标准、从实践上多渠道。

　　一、传统的“纸上设计”

传统的建筑学教育多是以纸上的功能设计为

建筑方案设计的起点。所教授的建筑学学生一般

都经过几个阶段的成长而成熟。首先，第一个阶

段是功能的堆砌，在这个阶段中，学生对功能的梳

理还不够娴熟，教师一般以功能合理为基本前提

教导学生完成方案。所以这个阶段的学生方案以

功能的堆砌和罗列为特点，其基本要求是功能的

合理与顺畅。第二阶段，在一定的功能协调的能

力下，开始追求平、立面的形式化。这当中首先涉

及的是平面的形式化。学生大多是在考虑大的功

能分区的同时设计一个较为平衡稳定的平面构

成，但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对功能的考虑不够周全，

将具体的功能植入该平面构成时，构成会发生较

大变化而“变形”。最后，当功能被理顺之后发现

当初美观的平面构成也基本不复存在了。到该阶

段后期，一些学生已经能较为熟练地掌握功能与

平面之间的内在关系，所预想的平面构成在实现

功能后也不会有过多变形。此时，既达到了平面

的美感又完成了功能的布置。第三阶段，由于对

平面与功能的协调能力较强，学生在方案一开始

就同时考虑功能、平面、立面甚至空间，达到同时

涉及多个层面内容的境界。这是熟练掌握功能及

平面的基础上，经历前两个阶段的成长而达到的

新的层次的成熟。能够在方案之初同时构想多层

次的内容，意味着可随心所欲地将空间或是立面

等作为作品的重点而予以设计。

以上是学生在传统建筑学教学下的一般经

历。这种建筑方案设计教育的起点是“纸上的功

能”，至少是以“纸上设计”为起点。

（一）以“空间”为设计起点

其实，建筑方案设计的起点可以有很多选择，

同样是“纸上设计”，还可以将空间作为设计的起

点。可以根据各个限制因素，预先构想在建筑中

形成某个意义空间，而这个意义空间在该建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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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处于某个核心位置，其他空间围绕这个主导空

间展开，最终形成整体建筑。该意义空间与其他

空间的关系是有主次的，并有机融合的，一旦抽出

该意义空间，建筑整体就趋于离散。例如，在方案

设计之初，就构想形成一个中庭。该中庭平面狭

而长，所有丰富该中庭的要素都来自建筑本身，包

括相隔一定距离但连续的直跑楼梯，裸露的电梯，

中庭两个长界面上的走廊或开洞，架设在半空的

天桥，所有这些要素被穿过以角钢支撑的透明玻

璃屋顶的阳光照射，将其阴影投撒在中庭长界面

和地板上，最终形成丰富的光影效果。当然，中庭

两个长界面及地板的材质应精心选择，中庭短界

面是采取虚的玻璃还是实墙维护或是虚实嵌套，

都可再考虑。总之，这个中庭就是该方案的“中

心”或者说是“意义空间”。其他空间围绕该中庭

展开。所以，以空间作为设计的起点在某种意义

上更强调了“空间是建筑本质”的命题。

（二）以“剖面”为设计起点

“纸上设计”还可以剖面为起点，剖面是方案

设计中经常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但是，相比之

下，剖面的空间属性比平面和立面更强，其与空间

的内在联系也更为紧密。从理论上，可以认为是

无数个剖面组合成了空间，精彩的建筑空间是由

若干有质量的剖面和合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

剖面比平面更有资格作为建筑设计的起点。举一

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一个大型建筑的中庭里，构

想要形成一个剖面，在这个剖面上，有若干与剖切

方向平行的直跑楼梯，这些楼梯规模不大，但数目

却较多。这些直跑楼梯和对应的走廊在剖面上形

成极为有序、美观的韵律。当然，形成这个构想需

要相当数量的楼梯和建筑规模，但形成的空间也

是极为震撼的。此外，在楼梯另外一侧需要有大

的共享空间来“体验”这一剖面的韵律。

（三）构想整体，难分先后

其实，当人们娴熟地掌握了“纸上设计”以后，

设计起点可能很难分清是平面、空间，还是剖面

了。因为在设计之初，就综合地考虑了平、立、剖

面及空间，在一定高度上，整体性地构想了整个建

筑。此时，平面、空间或是剖面，谁是起点，恐怕难

分先后了。

　　二、“理念先行”的设计方法

“理念先行”的设计方法是一种较为传统的设

计手法。“它并不是像通常做法那样，首先通过功

能分析决定平面，然后转移到对部分空间的塑造，

最后再决定整体的建筑构成。……设计从一开

始，就以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思想理念决定所

有东西。”［１］其实，“对于概念抑或更准确的说是设

计理念的喜好和追求在许多建筑大师的创作中都

是共通的”［１］，所以这也是一种极为值得提倡和

学习的设计方式。设计者一旦找到一种适合解决

方案问题的“理想原则或途径”，就应在设计中坚

持并贯彻到底。在这里，笔者将它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该理念源自一种思想或概念，即一种哲学上

的认识、思想方法或文字概括。二是该理念源自

一种具象的客观实有，姑且分别称它们为“源概

念”和“源模像”。

（一）以“源概念”为设计起点

“源概念”设计主要是指设计者在具体的设计

之前，预先构想了一种抽象的思想方法或一个定

义。该思想或定义在设计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其

间，最终使整个建筑极端统一并明确表达了同一

认识。如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的“终极木屋”（图

１），该木屋的设计“源概念”是：通过一种方式，代

替普通的多种手法需要，来实现各种功能，比如

柱、梁、窗、床等，在功能分化之前保持一个和谐整

体的原始性。没有地板、天花板以及墙壁之分，地

板可以是天花板，也可以是墙壁，居住者在其中是

去发现而不是被规定。实现这一概念的基本构件

是垒叠的方木（图２）。

图１　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的“终极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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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终极木屋”内部

　　（二）以“源模像”为设计起点

“源模像”设计主要是指设计者通过对某一具

象的客观实有进行分析并形成认识以后，以该客

观实有的性质或外在等特征为基本概念形成方

案。如以“像素”为“源模像”形成方案。“像素”的

特性是，“图像”以“像素”为基本单位，每一个“像

素”的形态是一致的，只是通过“像素”自身的连续

性的浓淡阶调变换及不断重复而构成千变万化的

“图像”。通过这一特性，可以形成相应的建筑方

案。例如，平面上，以一定尺寸的矩形格网形成，

各房间、走廊、楼梯、内院等均以该矩形格为基本

单位而形成；立面构图或是开窗时，也以一定的矩

形格为基本形成单位，形成单位的大小、组成方式

均可变化，可凸可凹，可虚可实，可整可散；整个建

筑的体量也以某特定的长方体或立方体为单位进

行组合、加减等；包括内部空间的装饰等各个方面

都复如此。这样一来，整个建筑从里到外协调统

一，既有条理又不失变化。

三、以“模型”为设计起点

在传统的建筑学教育中，模型大多被认为是

方案设计的辅助手段。很多学生在方案完成之后

制作模型，拍些照片来丰富作业。或在设计过程

中制作模型，以方便对方案进行推敲。在这几种

情况下，模型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都打了折扣。

若以“模型”作为设计的起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不

仅充分发挥了模型的作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

方案的生成机制。因此，本文所提到的模型主要

用于表达设计初衷、还原构思和呈现虚拟三维。

从设计过程来分［２］，主要属于概念模型而非定稿

模型。从用途角度来分，主要是设计模型而非展

示或工作模型。由于主要用于生成方案初稿，所

以模型的比例尺度可以不必过于精准，模型刻画

的精度不必太高，场景的真实性和光电效果可以

先忽略，只要能完整表达设计者的构思即可。

从“模型”生成的建筑作品与“纸上设计”的建

筑有质的差别，当使用图纸这一手段表达建筑时，

单从平面图即可看出两者的实质性差别，从使用

上也能感受到建筑的体积感和更立体的空间倾

向。以“模型”作为建筑设计起点还有很多其他方

式难以取代的优势：首先，从一开始就着手用模型

表达设计构思，在模型的制作过程中，模型一直处

于“生长”状态，设计构思与模型都是未完成时，在

实质上是相互促进成长，在很长时间里它们的结

局不仅是未定的，而且是多向的。其次，模型为建

筑设计提供的不可替代的、最直接的可感知要素

是空间，除此之外，还包括光线、色彩、机理、尺度

比例等；最后，模型提供了“建筑漫步”［３］的可能

性，还提供了实际建筑不可能提供的视角，这都是

完善设计的良好条件。总之，在模型开始生成到

完成，“我们经历着时间、色彩、光线、机理、触感、

尺度等一系列的建筑限定元素，也经历了基地、屋

顶、雨蓬、支撑物或柱子、隔断等一系列与之相对

应的底盘制作、建筑主体制作、环境配景制作等建

筑基本元素和某些限定元素的制作”［４］，这汇集了

众多直接且深刻的元素感知，为完善建筑设计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很多建筑大师就是以模型作为建筑设计的起

点的，比如解构主义建筑大师盖里。他的事务所

有相当数量的人员的工作与模型有关。他们先制

作模型，然后通过三维扫描将其扫进电脑，再进行

下一步的方案推敲。这个设计过程使整个建筑的

设计方式更加立体化，所得到的最终作品当然也

与众不同。

四、以“建造”为设计起点

至今，很多建筑师的设计方法还是从平面入

手，进而再深入方案。但人在建筑中是不能完全

体会到平面构图的，即平面的艺术性不等同于建

筑的艺术性。人直接体会到的是空间，虽然前面

所讲述的“纸上设计”亦有从空间入手设计建筑

的，但相对于实际的空间体验来说，它还是一种间

接手段。如果将“建造”作为建筑设计的起点，这

将更加接近建筑活动的本质———“……选择和使

用材料并通过建造形成空间。”［５］这在一定意义上

也重新定义了建筑：“即建筑等于建造的材料、方

法、过程和结果的总和。［６］”张永和在《平常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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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详细分析了密斯１９２３年的砖住宅平面，该平面

图没有描述家居与建筑的关系，图上仅为多道砖

墙和玻璃维护。它着重表示了砖墙的砌筑方法，

使人们几乎能直接拿此图来施工。它的意义不在

于砖宅本身的设计，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方式：即

从建造入手生成建筑。１９９６年，卒姆托（Ｐｅｔｅｒ

Ｚｕｍｔｈｏｒ）的 瑞 士 沃 尔 斯 温 泉 浴 场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ＢａｔｈｓＶａｌｓ）完工，该建筑选用了当地的片岩作基

本承重材料，片岩构成的承重体尺寸庞大，已不形

成“柱”，而更像是“墩子”。这些“墩子”不均匀地

分布在平面上，通过占据空间自然起到划分空间

的作用（图３）。石墩内部还可“挖出”小的私密空

间。混凝土楼板从石墩的顶部悬挑出来，楼板之

间还留有几厘米宽的缝隙，用玻璃密封后形成带

有“光线”的屋顶（图４）。该作品就是典型的存在

于“建造”逻辑之中的建筑。可见，以“建造”为起

点设计建筑，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建筑的生成逻

辑和方式。在这里，只能探讨“建造如何构成建筑

的意义，而不是建造在建筑中的意义。”［７］

此外，“近年来建构理论的复兴，就是试图回

归到建筑的建造过程，这不只是对材料和工艺的

尊重，同时也是追求基于现代化工业生产和新材

料、新技术的设计原创与美学表达。”［５］因此，提

倡在一定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从建造入手，研究

材料、构造、工艺本身及其表现力，以此为始，让设

计在建造上开始并在其中延续，最终以卓越的细

部、和谐的整体、个性的空间展现建筑。

图３　沃尔斯温泉浴场内部

图４　沃尔斯温泉浴场屋顶

五、以“计算机应用”为设计起点

以“计算机应用”作为设计起点，其实质上是

一种数字化的建筑设计方法。它是“通过非传统

的方法整合多学科思维模式（计算几何学、计算机

科学、离散数学及图论、计算机算法研究等计算机

科学的派生物）并将其贯穿建筑设计全过程的建

筑设计方法。”［７］这种设计方法的实质实际上是充

分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和网络功能，在一

种理性原则控制的前提下，以穷举或排列组合的

方式呈现阶段性成果，以弥补建筑师在思考过程

中的缺失。其难点（也是核心）在于如何将传统的

设计思维落实于计算机程序生成方法上及如何充

分利用传统设计方法和计算机程序生成方法之间

的内在实质性联系。此外，要掌握数字化的生成

建筑设计方法，要求操作人员具有一定的数学知

识和程序语言、编程的相关知识。目前，已经有很

多成功的建筑作品落成，从它们奇特的外观上一

望便知，是出于计算机的杰作。

目前应该做到，在建筑设计上形成方案时，要

建立在推敲三维模型的基础之上，这样可以激励

设计人员挖掘各种软件的深层功能，在具备了建

立较为复杂的空间能力之后，设计人员的空间思

维可以摆脱束服，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发挥。从现

在的情况来看，各种在数字化设计中应用到的软

件各具优势，在实际操作时常常要综合利用多个

软件来完成设计。由于人们已经从认知系统和工

具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设计者的作品不再

是对外国数字建筑的简单模仿或片段抄袭，而是

在建筑设计的起点上就从真正的数字化做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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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可能在一开始的过程中，人们的作品可能不那

么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但在方法和概念上都具

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也是阶段性成果。

六、结语

建筑设计起点多样化的探讨，其实质上也是

建筑设计方式本身的探讨，有的方式重新定义了

建筑设计这一过程，有的方式甚至重新定义了建

筑这一概念。对起点的探讨实质上是从多角度、

全方位、深层次上讨论建筑的生成方式。基于每

个建筑师对建筑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导致每个人

的设计起点也就不同。讨论多方式的设计起点不

是为了倡导设计活动的进化，而是为了设计方式

的优化。所谓优化，就是应采用基于建筑师个人

对建筑的理解所对应的设计起点和方式。也就是

说，从传统的“纸上设计”到前卫的“数字化设计”，

以及在这个时间段中种种其他的设计方式，没有

哪个是最好的，有的只是最适合我们的。为自己

找到一个即合理又适合自己的设计方式，也许就

是我们探讨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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