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景观设计行业门户网站  首页 专题 新闻 会展 图库 文章 图纸 视频 教育 人才 商务 联盟 招标 导航 论坛 博客 IFLA [收藏] 

   

  首页 | 全部文章 | 推荐文章 | 网友原创 | 专家文集 | 专题 | 评论 | 免费下载 | 有奖上传 

景观文章·景观中国 http://paper.landscapecn.com 

> 当前位置：景观中国 >> 景观文章 >> 建筑设计 >> 建筑模式语言的意义重构

建筑模式语言的意义重构——对《建筑模式语言》的思辨 

作者：索森  评论(2) 打印 

  美国加州大学C•亚历山大等所著的《建筑模式语言》（下称《模式》）[1]是对建筑活动的研究性总结，它反

映了当时人们对居住之“合理性”要求，其“建构的唯理主义”[2]倾向于企图形成居住的普适性原则，对于任何

一种创造活动来说，它提供了建构知识系统便捷的途径。任何一种程式都有排他性，都在于对自身理论的坚持。  

  建筑的创作性活动是对于人活动的阐释，《模式》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即它首先出自于对人行为的深

刻理解，它将人的活动构成设定空间的基础作为探索的主要目的，这终将带有某种历史的局限性。文化甚至人活

动的发展是通过不断试错的过程进化而来的结果，它表现在对文明状态的保留、折衷与全面更新。然而建筑的创

造性活动始终是根据人行为模式的变化，甚至设定其新的行为方式进行的空间阐释的过程，这一探索性的革新，

终将会形成新的文明样式、新的结果。如诗歌创作，对语词的重新组合形成新的概念，这一新的概念形成新的意

义。人天生具备多种欲望，少数前卫的“文化精英”最根本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他们始终在探求一种新的生活

方式，继而引导社会新思想与新的生活、生存观念形成。建筑阐释生活、人的行为方式，无法回避人的行为、语

言、交往方式等诸多新的文化意义，继而用“构件”新的喻意空间。  

  对模式的理性研究，是构成我们知识系统不可或却的组成部分，建筑布局与居住模式应用于现实同质同型的

社会形态与人群聚集，为工业化系统性建造提供了可行的方向，但同时其复制的结果极其容易泯灭作为个体的人

性的自由，这是工业化时代所带来的文化负效应。在享用工业化所带来的文明成果的同时，我们同样必须尊重人

性与文明发展的自然（或自由）生长[3]，文化的多元状态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可贵的精神遗产，它形成了社会进步

的尺度与阶梯。  

  相互的经济效应  

  “独立区域是语言、文化、风俗、经济和法律的天然容器，每个区域应该是独立的、分离的，足以保持其文

化的力量和勃勃生机。人类文化只有至少是部分的与相临的文化分离才能够得以保持它自身的生长。中世纪的城

市就具备这种功能，它们曾经为各种不同的文化影响和经济交流提供了永久性的交流场所，如公社。”（《模

式》1）  

  社区并非仅仅是满足居住行为，人与人不进行交往或不融入社会将使自己变得孤立，因而创造社区内某种和

谐、必要的交往是构成社区文明进步的有效手段，如北京的片区管理，这一基本的社会单元有效解决了庞大的社

会管理系统所无法达成对社区管理有效性与经济性的困境；同时社区由于稳定居住所必然滋生的其他欲求如购

物、餐饮、社会服务（安全、法律、保险、经纪、医疗、休闲、文化教育）等现存的与未来的需求形态，将有利

于社区形成自身的文化体系、商业体系、安全体系，进而达到社区内部机能的完善与自身相互的经济性。如商

业、餐饮设施的建构有效形成了停车场设置得以充分利用，也使得购物与消费行为不会舍近求远，资源不会无谓

的消耗。  

  社区的步行系统是达致交往形态的途径之一（人在公共场所“行走”相互交融式的体验这种最简单的社会交

往是社会上最基本的相互接触形式之一。《模式》100）。联排式住宅、开放的大学、公共图书馆、音乐厅、家庭

游戏厅、咖啡馆与综合商场都起着象步行街相似的作用。对于公共性社交关系的建筑空间，通过街道、拱廊、小

路等空间环节都可设置形成。它有效的解决手段如“使通向街道的出入口增加，从而使街道形成与增加活力，最

舒适的步行街看起来是那些宽度不超过建筑高度的街道，《模式》100”。  

  也可以通过有顶街道（《模式》101）来解决公共建筑群体其流通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步行街时的需要，通过增

加公共场所的闲逛与逗留方式，如公共图书馆、社区中心等来形成。《模式》提供了经由对西方流通方式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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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如“街道必须有足够的宽度才会有舒适感。纯粹行走的街道需要11英尺（3.3528m），有座位、活动、入口与

店面的街道应该达到单面16英尺（4.8768m）或双面20英尺（6.096m）；街道的室内顶部高度应为12—16英尺

（3.6576m—4.8768m）这个高度可以使得人行走时相互间形成无形的距离；人们坐着或站着讲话时社交最适合的

距离应为4—7英尺（1.2192m—2.1336m），这个场合高度应为7英尺（2.1336m）；室内街道应该尽可能有宽的入

口成为建筑物外面通道的连续；临街房间与街道保持联系，更为安全以及相融于生活之中；在合适的场所，与公

众保持接触是人的天性，同时也要相对的保持距离，以矮墙或围栏隔断。”然而流通与交往行为要注重当地人们

的行为习惯，也只有通过对有效符合当地的人自身行为习惯才能实际把握街道理想的尺度。  

  联体建筑与孤立的整体建筑对交往行为也有所影响。来源于一个共识的结果，小建筑尺度怡人且吻合人对于

距离可视、稳定性、与自然亲近的潜在心理效应；整体式高层建筑影响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与不可接

近。正如《模式》所说“绝对不要盖大的整体式建筑物。只要有可能，把你的建筑计划改变为建筑群体，使它的

各个部分都能表现它实际的社会内容。”将整体式建筑分解成小尺度的建筑连体，通过对细节的处理，使联体本

身变得富有趣味，这是杜绝孤立式建筑与活动的有效解决手段。如果它能够与周围建筑达成某种和谐的连接，将

使整体区域的氛围形成空间的连续性，同时借助某种联系形成社区的活动内容，与其大致形态甚至行为活动上相

互辉映。  

  建构社区的中心性表征  

  “一个建筑群体没有中心，就象一个人没有脑袋一样。”（《模式》99，P1029）《模式》主要意图使建筑物

本身成为社区的识别中心，而使“人们识别或寻找目的地（心里地图）的一个参照点，它的位置使人们可以参照

它来寻找所有其他的路径和建筑物，中心性的建筑空间同样会增强相互的交往与联系意识”。然而识别中心建筑

还不如建构识别社区特性（或特点）更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社区通过蕴藏社会的文化意味往往更有有利于促进社

区的文明进步，继而影响到社会的进步。正如柯布西耶所意图使城市的文化通过对传统建筑文明的“片断”留存

而使文明相互辉映，这一片断性的对人类文化的留存其建筑单元成为文化因子成分而使整体社会文明永远璀璨。  

  构成社区空间的文化意味可以通过对生活方式、社区活动、新的文化形态的构建，甚至通过对其建筑风格、

树木、喷泉、入口、大门、坐椅、塑像、秋千、带座位的钟楼、风车或音乐台、有围合的户外小空间等一系列建

筑语汇都可成为加强这一文化的表征，它不旦有利于形成社区的中心导向，更能够形成象征社区文明的文化中心

而具备城市的导向。  

对于方向性的导引，使人们寻找建筑空间内的目的地更为便捷，正如《模式》所说通过对入口处的“服务项目一

览”清晰的指明建筑物内部的服务功能，在道路的连接处设置标志物方便人们寻找方向，建筑的入口突出将会容

易辨别等多种方法都容易形成社区路线的导向。对社区文化的移植、留存与更新是形成社区构建的持久性研究论

题，新文化的滋生、交往行为的变化都将使传统的建筑形态得以更新，并通过对社区空间的逐步梳理与不断更新

改造才能永久保持社区的基本活力。  

  有效空间与舒适空间  

  “建筑用地的选择要在最差而非最好的地方。破坏风景优美、环境舒适的场地等自然资源要花费昂贵的代价

才能弥补。”（《模式》104）  

  对城市自然生态的保护应该是个人、社会共同的历史责任与道德意识，完好保留生态的自然关系构成了人生

活的有效空间，反之是无效或失却。土地有其区位价值，也有其自身价值以及组成价值的各种成分，其中生态价

值是一个稀有的成分。过多建筑师的建筑理念包含了对自然之物的漠视，如“宅院应建筑在植物生长完好的地

方”，而导致了价值的失却。  

  建筑的有效空间也在于建筑与空地之间进行的规划同构，而往往过多的建筑忽视空地与建筑的关系而导致空

间失效。“户外正空间如是建筑之间'留下的'空地，通常是不能有效利用的”（《模式》106）。卡米洛•西特

《根据艺术的原则进行城市规划》指出——成功的广场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它们局部围合，二是它们相互开放彼

此沟通。通常人们在被围合的空间里逗留感到舒适（陌生感的心理因素），而对开阔的风景却非常向往。对空间

的享用动机决定了空间的形态，人总在空间的闭合之中找到自身的适宜的方位，形成了行为的心理要因，如在封

闭过强的空间里感到郁闷，在过度开放的空间里感到渺小与孤立。因而最好的方式是建筑空间与空地彼此和谐的

分布，形成开合相宜的空间形态。因而“在建筑的各翼楼之间布置入口、花园、庭院、屋顶和露台，既形成建筑

物的体量同时也形成建筑物之间的体量，室内空间与户外空间务必同时完成。”（《模式》106）。在户外空间形

成袋形空间或扇形角落也有利于公共会集场所的形成，这些边缘的角落区域会形成人活动的参与，加以设置一些



其他相适宜的商业功能如咖啡馆等可使商业达致有效利用。  

在建筑内部的有效空间必然接纳阳光，空间天然光是室内空间必不可少的。“循环不已的阳光对维持人体生理节

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太多的光线扰乱了人的生理机能（《模式》107）”。同时，建筑的形状有效性对于内部清

净或拥挤相对起着很大的作用，对人们的舒适与安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建筑物室内方形形态彼此干扰使得室内

空间模糊，舒适的室内空间是安静与喧嚣的结合体。而狭长形态却能够解决这个矛盾，其长条形状扩大了建筑内

部点到点之间的距离（房与房之间的距离），增加了人们在一定的区域内能获得相对安静的舒适性居住条件，人

也只有逃离了某种限制方能追求这种对舒适空间的享受。  

  建筑的舒适空间是通过对景物、声音、方向、表面、高度、光线和你行走的地面有所变化所造成的，如过渡

比径直通向户外空间的房屋要宁静的多，而且它具备私密的领域感。人通过建筑空间所产生的实体变化而产生了

心理变化，“最重要的是景物的变化”，而达到了舒适的感觉体验。同时注意形成空间视觉观察的层次，外空间

成为内空间的“天然背景”，而透过次天然的背景可看到更好的远景。如花园、露台、街道、公园、公共户外空

间、庭院、绿荫街道都必须使其具备分明的层次，这样才能够使舒适生活的可能性得以形成。  

  空间隐喻  

  空间具备隐喻的象征，住宅属于独立的私人领地、是心灵的归属，通常其内部以私密性为核心按层次排列，

这种“私密性层次在所有的文化状态中都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在一些传统建筑如北京的故宫所隐喻的某种权力

秩序，象征了由外到内的私密性、不可知的神秘与专署的威严，同样在古代埃及、苏美尔文明的宫殿与寺庙建筑

也体现了这一象征的意义，君王根据其交往的需要与社会达到某种层级的权力传递。正如卡夫卡在《万里长城在

中国》所描写的圣旨传递的空间过程一样，权力空间与防护空间进行着时间与运动的传递过程。空间以各种形态

表达了任何社会团体其成员交往的需要。所有的建筑物内部只要居住着各种人群，将会形成一定的形态与层次，

从聚集空间（交往空间）到私密空间都具备不同的空间样式，以及这种样式所带来的空间感受。  

  人们总是对空间下不同的定义，以“约定”它所形成的情境与隐喻象征，也成为人感情与情绪的寄托之地。

二战后的柯布西耶在法国东部朗香（ronchamp）设计的圣母教堂（notre-dame-du-haut，1950年），由其内部的

空间感觉与象抽象拼贴画般的窗洞所产生的光影效果是他所提倡的纯净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两种思想的交汇，这不

可以语言描述的空间整体显出了某种飘渺的意味，柯布西耶称其为“听觉风景”。F•L•赖特在位于宾夕法尼亚熊

跑泉瀑布（bear run fall）设计的考夫曼住宅（kaufmann house，1936年），坐立于瀑布之上的别墅体现了相互

交融的建筑空间观念，正是其意图通过结构与空间形成建筑语言与自然语言有机协同生长，而使空间的开敞形式

变得富有诗意。  

  建筑思想与语言具有无限生长的空间以及产生新意味的可能性，但那些新的语言情境总是受到以往经验的影

响或抵制。作家博尔赫斯所创造的神秘的文学情境，蕴藏了无数超乎于社会现实的语言体验，为人所不解，正如

M•福柯所说他“通过寓言象我们表明另一种思想具有的寻常魅力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限度，即我们完全

不可能那么思考”。  

2003/4/23 

注释  

[1]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2月北京第一版（原版为197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2] 源出于F•A•哈耶克（英国）对传统的两大知识系统或观念所作的定义：即建构的唯理主义基于每个个人都倾

向于理性行为和个人生而具有智识与善的假设，认为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因此凭籍个人理性，个人足以知道并

能够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型构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境况的所有细节，这在哈耶克看来是“致命的自负”

（这种观念会由主观的人类欲望破坏具备复杂的、自我更新能力的社会所自然生成的系统，而使社会发展得不偿

失）。  

[3] 内在逻辑是合理的，象树的根系，它对硬物的自然回避、对水分之地的渗透与滋生终将构成了对肢体本身的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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