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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方法论与建筑设计
——论建筑空间的营造模式

 

□ 谢培伟    韦浥春 

[摘   要] 随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建筑从最初满足人们的居住要求，逐步演变为今天功能多样的构筑物。在其发展过程中，人
们不断地寻找一套行之有效的设计方法，使建筑的生成更加合理，更加符合人们的行为需求。文章从建筑的本质出发，以建筑设计
方法为切入点，探讨了设计方法（手段）与相关研究理论之间的现实联系；再从建筑空间营造的角度，以采用分析法、类比法和综
合法等方法论的视角，阐释建筑设计中的手法运用。通过对建筑空间设计的分析，明确了方法论在建筑设计方法中的指导作用，认
为建筑设计离不开方法论的引导，方法论推动了设计方法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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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设计与方法论的关系
在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各种设计方法层出不穷，

为了对建筑设计方法进行研究，衍生出建筑设计方
法论。建筑设计方法论的发展（Architecture Design 
Methodology）起源于21世纪60年代，在当时是较为
新颖小众的研究领域，因此，当时的人们常常误将建筑
设计方法论与设计方法（Design Method）作为技术手
段，用以推动建筑设计水平和审美理论的提升。然而在
设计实践过程中，方法论并不能为建筑设计提供明确的
设计手法参照和技术趋势导向，而是把建筑设计这一领
域作为活动和研究的对象。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建筑
设计方法论是一门学科，是深入研究设计方法的一种理
论架构，应当归属于哲学学科研究的范畴。

在建筑设计实践中，会运用到各种具体的设计手法
以及形式美的规律，如变化与统一、拼贴法、几何组成
法等。这让建筑设计过程有法可循，而不是盲目地进行
设计创新。与此同时，人们也进一步思考应该怎样去统
筹、系统性研究建筑设计方法。而设计方法论正是在认
知科学、计算机科学以及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建
筑设计方法的广泛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目前，
设计方法论的研究领域已经延伸到设计活动、设计过程
等方面[1]，而设计过程作为推动“概念、设计、实践、
落地”的系统渠道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因此，下文将
以设计过程中的空间营造为主要方面进行阐述。

2  建筑的实质
自从建筑形成之初，其就作为满足人的遮风避雨等

现实需求的空间载体而存在。作为一种居住场所，建筑
主要由形式与功能决定。不同的时代，人类文化以及价
值观相较有所不同，建筑的表现形式也略有不同。

以我国为例，早期人类的建筑形式受南北方环境
气候、资源取材等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形式差异。一方
面，由于南方地区长年潮湿多雨，蚊虫滋生，野兽猖
獗，远古人类为防洪水侵袭、躲避蚊虫野兽，常将栖身
居所设置于粗壮大树的茎干之上，即为“巢居”，也是
“干栏式”建筑可以追溯到的最早演化形式；另一方
面，北方相较于南方空气干燥，土壤细密，较易开挖，
因此北方的早期人类采用挖坑的方法创造自身的栖息之
所，这也就是“穴居式”住房的起源。所以，从早期人
类开始探索居住空间形式开始，就意味着建筑在某种程
度上是历史人文、地理环境的一种客观反映，随着人类
文明的发展而有机更新，隶属于社会哲学的范畴[2]。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建筑曾一度被作为一种工具而
存在，就像建筑大师柯布西耶曾经所说的那样，建筑是
居住的机器。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不再仅仅具备单一
的功能，而是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建筑的形式也
开始变得复杂。不管建筑的功能或形式如何变化，所承
担的职责或使命如何改变，建筑最根本的本质是不会改
变的，它反映的是所处历史下的人文和社会价值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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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代性，是历史的载体。
3  从方法论看建筑空间的概念
随着建筑形式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人们对于空间

的定义也出现了不同。J.耶迪克在著作《建筑空间论序
论》中提出有关空间知觉的概念，在其理论研究构架
中，通过将建筑空间与使用者生理感受建立联系来反馈
客观认识，进而推导出“空间即有效场所的知觉总和”
的理论观点。这表明了人们对于建筑空间的认识，从设
计方法上升到方法论的角度，从物与环境的关系转换到
物与环境以及与人的相互关系，理性地将人的知觉感受
纳入考虑。种种现代建筑理论反映出，建筑空间既不是
纯粹的外部对象，也不仅仅指内部体验，而是人与物的
一种相互体验和感受。人们对于空间的概念，不再仅仅
停留在空间的生成层面，而是思考着：人们需要怎样的
一种建筑空间？这种空间该如何去营造？

而对空间的营造，从物质实在性演变为更具哲学
性，是归纳的基本手段。

4  建筑设计中的空间营造
4.1  从材料入手营造空间
在建筑的构成过程中，材料是组成建筑的最基本元

素，因此在建筑空间的营造过程中，可以先从材料入手
来对建筑空间产生影响。例如，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
心是现代建筑流派中高技派的典型作品之一，其采用突
破性的框架结构组织内外部功能空间，将内部管线设备
不加掩饰地裸露在外，形成视觉上强烈的冲击感。与此
同时，由于其主体荷载通过金属框架传导到建筑四周，
因此解放了内部框架布局，获得了极为庞大的内部空
间，便于更加灵活地进行功能组织，是现代建筑发展过
程中为了追求解放空间的一次大跨越。通过这种类似结
构解剖的做法，将建筑表皮及内部空间组织完全功能化
表达，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官和精神体验（如图1、2）。

图1  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

图2  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外部结构

从以上建筑中就可以看出，材料的合理选用在建筑
功能及表皮组织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可以使建
筑的外观呈现出多样的变化，同时在空间构成上，也给
人以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在现代建筑师的眼中，已经不
拘泥于空间的生成，更多思考的是该用何种方法研究空
间的生成模式，从哪些角度去营造空间。

4.2  建筑内部空间的分割界面
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空间界面是分隔内外空间

的物质实体，但由于长期存在有“围合创造空间”的主
观认识，因此界面被认为是室内的范畴。例如，在充分
了解了设计意图，对室内空间的功能、流线等进行详细
把握之后，可以对原有的功能空间进行合理的调整或再
创造。

一方面，无论在城市规划层面还是建筑单体层面，
空间表达和界面划分都是其结构组织的重点。在现代建
筑设计营建过程中，界面分割不仅是空间围合的方式，
更是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上，表达并扩大空间价值的
具体手段。现代建筑的功能日益复杂多样化，为了辅助
建筑内外部各个空间架构进行充分表达，功能空间的排
布组织手法日渐自由。例如，现代主义奠基者——密
斯·凡德罗在现代建筑发展早期，提出的“全面空间”和
“流动空间”等先进的空间设计理论，强调在建筑设计
及实践时空间组织的完整流畅，可以使建筑功能空间不
受约束地流转、互动。

另一方面，弱化空间边界的存在感受，模糊界面关
系从而赋予空间更多的功能性作用，既具有分隔空间，
也兼备联动各功能体的组织效力。随着现代建筑的发
展，现代主义追求非定性的空间性质，热衷于将交叠空
间做模糊化处理，即建筑内外部空间做均一性表达，为
避免在界面边缘区域产生明确的空间切割效果，而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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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区域以灰空间形式处理。在建筑中，无论是内外空间
的组织联系，还是建筑的外立面切割划分，界面是无处
不在的空间元素。它贯穿于整个建筑中，融合建筑的各
个部分，随着建筑风格和表达手法的日新月异，建筑
界面的运用也变得更加自由与灵活。例如，路易斯·康
（Louis I Kahn）和贝聿铭的大多作品，皆通过多种构成
手法对空间和表皮做呼应表达，使界定空间的界面变得
更加复杂与多样，这样有利于建筑界面融入空间之中，
体现自身的灵活性。方法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能够指导
建筑空间界面的流动生成，而理论的发展终将落到实践
中去。

4.3  从建筑构成入手组织空间
方法论对建筑的空间构成影响颇大，它颠覆了以

往“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主导的设计模式，转而采
用理性的“现代主义”“构成主义”等设计思想来塑
造空间。现代主义建筑空间组织明确，感受趋于直接干
净，背弃了传统主义建筑浪潮主导下，折中与复古思想
所宣扬的烦琐表皮与古典美学，建筑造型多为抽象的几
何构成或流动的曲面和线条。这种构成建筑的方式也使
得其外部特征凸显简洁、明快，与内部灵活婉转的空间
相得益彰。在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926年提
出的“新建筑五点”中[3]，阐述了自由平面、自由立面
的空间布置形式，提倡通过自由性空间、立面、平面的
表达，使建筑空间的组合更加灵活、自由，变化更加丰
富。建筑空间也从传统的“对称性”走向现代的“匀质
性”，人们在建筑内外部空间行走，就能感受到空间的
连续和统一。实体与虚质的空间不断交错出现，引导着
人的行为，感受也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建筑空间始终
是表达的主角。通过与实体进行相互的穿插、渗透，从
而表现空间所蕴含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在建筑设计中常
常用到的方法。

另一位现代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代表作，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
就充分的表现了这一点[4]。由纯质花岗岩及大理石板、
玻璃隔板、静置水面、极简柱体等物质实体组织出空
间形态，通过纵横交叉的界面实体来对空间进行组织划
分，使有效区域内的全部空间既独立存在，又密不可
分，彼此不可或缺，在空间呈现上将“图底关系”表达
到极致。

4.4  环境融入建筑形成空间变化
在建筑设计方法论的研究中，有关环境的研究是

重要部分之一。因为在建筑空间的氛围营造中，环境是

绝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空间与环境的关系是建筑设计
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社会中，人和建筑物都处在不
同的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中，而这种环境往往就是人或
建筑物所依存的背景。其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
一”“象天法地”是相一致的，尤其是在中国的古代园
林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如苏州的拙政园、佛山的梁园、
番禺的余萌山房，等等。在这些庭园的设计中，其空间
构成中均注重与环境的相互融合，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
“师法自然”的思想。

在空间与环境的关系中，建筑师们已创造出多种
设计手法将二者相融合。而在方法论的领域里，我们
着重讨论的是以何种形式或方法来研究空间与环境相
融合的设计手法。要想弄清环境与空间界面处理这个
问题，需要对已经存在的设计手法进行剖析。下面以
现代建筑大师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为例进行
阐述。

“有机建筑”理论是赖特提出的代表性学说之一，
核心指导思想起源于我国古代老子思想中的“道法自
然”，在其研究范畴中重视空间与自然之间、生活与形
态之间的关系，强调建筑的生成和发展依照自然启示的
逻辑行事，不应与所处环境和特定材料所剥离。在他的
建筑作品中，擅于将各种水平的线条以及天然的、未经
加工的材料展现出来，倾向于将建筑作为周围自然景
观的一部分来考虑。如他的流水别墅（Fallingwater，
Pennsylvania），空间由简单几何形构成，自然流
畅，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周围环境，整个建筑极力
融入自然。既与环境相协调，又展现出自身的简朴美
（如图3）。

图3  流水别墅

此外，在其另一代表作品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内部，
中心螺旋体楼梯自下而上，使环绕楼梯外围的展览空间
浑然一体，建筑顶部的玻璃结构窗，在保证不影响展览
区内展示光源效果的前提下，满足室内最佳的自然光照
需求。而随着一年中四季的变化，博物馆的光线、色调
也随之变得丰富多彩。与此同时，曲形的玻璃窗将博物
馆外场景融入建筑之内，加强了建筑内部与外部环境的
交流，让建筑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环境中。城市景色让
建筑内部视野更加丰富，建筑为城市环境增光添彩，两
者相得益彰（如图4）。

图4  古根海姆博物馆

通过分析赖特的建筑可知，现代建筑推崇在现代主
义理论基础之上进行空间组织和环境融合，通过利用简
洁的空间处理手法，突破当时烦琐的古典主义的束缚，
将建筑与自然环境相融合。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通过

设计中建筑与环境相融合的方法，可以明确了解到不同
地区的处理手法存在着共通性，如西方在处理空间与环
境的关系时，就有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这也启发了我
们在用方法论去研究问题的时候，要全面看待问题，注
意发现所研究问题内部的关联性，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
研究。

5  结语
建筑设计方法论是推动设计实践落地的手段而非目

的，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地去探索和完善，其发展方向是
不断追求科学化，注重实践的可行性。通过对建筑空间
营造的分析以及不断地深入实践研究，我们知道方法论
与建筑设计方法两者密不可分，互相影响，并最终作用
到当下设计实践之中。建筑设计方法不断推陈出新，而
对于建筑设计方法论的研究，也必须根植于当下的社会
文化发展环境，不断探索，与时俱进，在立足于现代社
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寻求正确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方法
论，让建筑更好的造福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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