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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校教育中，建筑学虽然隶属于理工类学科，但其实是

一门涉猎广泛、兼顾艺术与技术的多属性学科。在培养体系中，建

筑历史课程作为理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探求建筑

文化及精神内涵，初步掌握分析与观察建筑现象的方法的重要环

节，其中《当代西方建筑思潮》课程作为高年级的史论课程，阐

释了当代西方建筑各流派的发展过程与理论特征，有利于引导学

生在专业学习中进行创造性地探索，并提高学生对建筑认识论与

方法论的学习，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人文、艺术与审美素养的教

学目的。但是面临信息化社会的冲击，大量快餐式的碎片化理论

知识不断在潜移默化中刷新着学生的认知，学生更乐于接受片段

式的、而非体系化的建筑理论，这也致使学生对于当代建筑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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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建筑事件、建筑现象以及建筑理论的认知流于表面和形式，

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缺乏辩证的思维和专业的视野。历

史研究离不开哲学与思想史，因此在《当代西方建筑思潮》课程

的教学中，需要强化哲学理论溯源以及思想背景的阐释与解析，

借助西方哲学思想及视野的渗透来引导学生认知建筑理论的根本

和内核。

当代西方建筑思潮是建立在工业与信息社会基础上建筑观念，

哲学思想一直作为经验和科学方法，影响与推动这各流派与理念

的形成与发展。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哲学从培根、笛卡儿和康

德的哲学思想中得到了极大的滋养，有效的建立了认识世界的理

性原则，用普遍的理性主义重建了建筑理论与实践的框架。在西

方国家进入信息社会之后，现代主义强调功能和理性的观点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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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质疑，哲学上也要求从现代主义的普遍的理性中超脱出来，

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差异化、生态化和多元化的哲学观，引发了

当代西方建筑师们对建筑理论不同角度的哲学思考。在《当代

西方建筑思潮》课程的教学中，哲学理念的渗透教学环节主要

体现在结构主义哲学（新现代主义、极简主义等）、生态哲学

（高技派、地域主义等）、现象学哲学（新理性主义、典雅

主义等）和语言哲学（后现代主义等）这四个方面。

2　结构主义哲学

结构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源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其哲学

理念的核心思想是“结构”或“系统”，致力于发现世界存

在的客观规律，阐释结构本身的构造形式。在《当代西方建筑

思潮》的教学中，对于理性主义、新现代主义、极简主义等

流派的创作理念和设计思维的解读，离不开结构主义哲学的渗入

和阐释，这些流派的在思想上融入了结构主义哲学对于功能与形

式问题的本质态度，即客观的，理性的态度，并把建筑看做是

一种独立的结构体系，有着自身独立的生长和发展逻辑。其中

新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后续流派，充分肯定了现代主义理论

主张中的理性主义和逻辑秩序，在创作实践中坚定不移地坚守着

功能主义，同时，在完善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又执着于作品中

表现出明显的结构主义哲学思想，在具体表征上有的建筑师把建

筑偏向社会性，有的偏向地方性，有的偏向艺术性，并体现在

建筑作品中，形成了稳定结构关系中不同侧重。

与之相对的是解构主义哲学，是在结构主义哲学基础上

提出的反中心，反在场的非理性哲学思想，以德里达为代表，

批判了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在建筑创作过程强调了结构

的不稳定性，事物发展过程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一些西方建

筑师的设计理念也经历了从“结构”到“解构”的转变。如彼

得·艾森曼，他在创作前期一直尝试运用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

理论进行建筑创作，后期在创作思想上逐渐受到德里达的解构

主义哲学的影响，“采用一组已知条件，然后任由它运行、交

织、去求其是”[1]，并与哲学家德里达合作完成了一些解构主

义建筑的创作，通过工程实践对当代西方建筑思潮做出了全新

的阐释。在这里，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了解哲学体系的基

本理论特征，很容易片面的将理性主义、新现代主义、极简主

义等创作手法与现代主义的功能主义思想混淆，并将解构主义

建筑等同于“奇奇怪怪”建筑，在教学过程需要借助于对结构

主义和解构主义哲学背景的解析来阐释与之相关的建筑理念与

思潮。

3　生态哲学

伴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变化，人类逐渐意识到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重要性，生态哲学理论打破了人与自然的二分论，试

图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和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本

质，重建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自然观[2]。面对工业革命后的生

态问题，理论上建筑从诞生到使用均离不开与环境关系的探讨，

建筑领域中生态哲学理论的涵盖范畴非常广泛，在具体实践上表

现为零碳建筑、绿色建筑、低能耗建筑、气候建筑、有机建

筑等理论，例如在有机建筑理论中，主张建筑应该同自然界的

有机体一样，不断的与环境对话并作出反馈，通过表皮组织、

器官的自动调节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与环境进行持续的能量

交换[3]。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建筑的生态问题，探

讨了建筑本身的能源消耗与供给、物理环境的改善等，从而阐

释建筑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其中高技派在生态

哲学的理论基础上，注重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来降低建筑对自然

资源的消耗和破坏，实现“低碳”理念，如通过新型建材（隔

热玻璃、复合墙体材料等）、自然界的清洁能源（如太阳能、

风能等）来减少建筑的能源消耗。地域主义则认为“地域”的

概念涵盖了该地区的一切自然和人文因素特色，不仅包括一个地

区的历史文脉、民族习俗和生活方式等，还包括该地区的气

候、水文、地质地貌等，应该通过气候适应性、场地协调性、

地域材料的综合利用等低技手段来减少对于环境的破坏，实现建

筑的生态化创作。此外，不同文明的传统环境哲学思想的融入

也间接的影响了各地区和国家生态哲学理念的差异，在《当代

西方建筑思潮》的教学中，应针对不同地域的具体情况及不同

流派的创作理念，进行具体解析，引导在学生建立生态观念的

同时，理解不同流派的建筑文化及精神内涵。

4　现象学哲学

现象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和成果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

产生了直接且重要的影响。在建筑现象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海

德格尔把建筑看成是“建造、居住、思想”现象系统，提出

了建筑的营建应该实现“诗意栖居”，对人类在自然界当中的

生存方式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思考。海德格尔对于人类——建筑—

—自然界之间关系的进行了深层次的阐释，强调建筑的设计理念

和创作研究应该回应人所处的现实世界，回到关注人所存在的空

间，为探讨人类生存属性和环境现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方

法和尺度。与此同时，受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影响的诺伯格.

舒茨又在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基础上提出建筑的场所理论，通过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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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学还原了人的行为活动与建筑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建筑及

其周围的环境成为具有意义的场所。另外，史蒂文.霍尔继续扩

大到了对建筑知觉与体验的讨论上，认为建筑必须体现人与环境

之间的关系，体现物质空间所形成的场所精神。

新理性主义是当代西方较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这里的提出

“理性”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中的“理性”是不同的，是基

于现象学哲学的引用和拓展。新理性主义代表建筑师罗西深受哲

学家胡塞尔的启发和影响，在建筑设计中主张把本质看做事物的

原型，还原事物的一般的、共性的特征。胡塞尔的现象学主张

“面向事物本身”、“本质的还原”等观念，他认为人能通过

意识中的“自由现象的变换”，抽象出同一类型的各种事物的

本质原型，从而获得有关世界和存在的本源属性。在六十年

代，罗西将胡塞尔的现象学原理和方法运用于研究现实世界的建

筑和城市，试图“还原”建筑的本质。在当代西方建筑思潮

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很多流派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现象学哲学

理论的影响，逐渐关注场所关系，探讨现实与空间的互动，对

于现象学哲学理论的理解，将有助于对于建筑本质的解读。

5　语言哲学

在二十世纪，语言学的研究在学科领域上的发展已经远远超

出了其本身，不仅促进了符号学的产生，还推动了结构主义哲

学的发展。当代西方建筑思潮中的后现代主义和典雅主义等流派

就是运用西方建筑历史发展中的典型古典符号，探索语言哲学中

的文本关系，传达文脉特征，以符号学中“能指”和“所指”

的形式传达某种抽象的历史意义。在建筑领域，符号学的运用

体现为借助语言哲学的表述来研究建筑的符号信息的传递过程。

因为建筑除了满足基本功能需求之外，还要满足审美需求和情感

要求等，只有通过与熟悉的场所或环境特征相关联，达到传达

符号意义的目的，把建筑语言要素作为具有承载信息的符号体

系，才能满足功能以外的需求，包括建筑的民族性、地域性、

历史性等附加属性。如纽约电报电信大楼、文丘里的栗子山母

亲住宅、雅马萨奇的西雅图世界博览会科学馆、格雷夫斯的波

特兰市政厅等都是以古典象征符号实现当代转译的典型代表作

品。在《当代西方建筑思潮》的课程教学中，要借助于对语

言哲学理念的解析和理解，着重引导学生区分后现代主义、典

雅主义等流派与传统古典主义和复古思潮在建筑创作思想和主张

的差异。

6　结语

对于哲学思想的研究是建筑史论研究的基础，不仅为建筑师

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也展现了当代西方建筑思潮发展与延续

的重要精神特征。在《当代西方建筑思潮》的课程教学中，可

以把哲学思辩作为一个理论渗入点，关注西方建筑理论的发展动

态和走向，对哲学理念的解读能够使枯燥的史论教学避免过去单

一的理论阐释和作品解析，能够更为深刻的揭示历史建筑与建筑

思想的本源和核心内涵，可以引导学生看到，在纷繁的建筑现

象背后所隐藏的是对同一问题的持续性探索，即人如何在世界中

存在，如何确立作为职业建筑师所在的立场，使学生能够站在

更高的平台上来揭开各流派建筑理论丰富而复杂的面纱；当学生

面对扑朔迷离的当代西方建筑思潮时，应该从深层结构去了解，

不能被其表面现象和网络上的碎片信息所迷惑，对抗网络时代片

段化知识体系的影响。实际上不仅仅是《当代西方建筑思潮》

课程，传统史论教学均有必要结合哲学思想进行对各时期建筑现

象的阐释，比如结合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来讨论古希腊柱式，

结合柏拉图的哲学理念分析风格派的建筑表现，通过卢梭对原始

状态的观点讨论洛斯的“装饰就是罪恶”的思想理念，通过西

方哲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讨论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等等。这对我

国高等教育中西方建筑史学课程的教学和学科发展，特别是如何

引导学生辩证的吸收和引进西方先进的建筑理论和设计方法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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