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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生态建筑学时代

顾孟潮—
现代建筑科学的发展已表明本世纪末 0 2年是环境建筑学的时代

,

预示着下一世纪头 20

年是生态建筑学的时代
。

环境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生态问题
。
生态系统包括环境

、

社会
、

建筑
、

人
,

这才是更完整 的

环境观念
。

生态是构成环境肌体的
“
血肉

” ,

研究环境问题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生态
。

一
、

建筑学观念的变迁

我认为
,

人类的建筑价值观念大致经历过五个阶段 (或叫做五个里程碑 )
:
( l) 把建筑作为

谋生存的物质手段的阶段— 为遮风蔽雨防野兽侵袭
,

穴居野处
、

构木为巢阶段 ; ( 2 )把建筑奉

为艺术之母
,

当作纯艺术作品的绘画
、

雕塑对待的阶段
,

即 “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
阶段

,

这个阶段

影响最深远 ; ( 3 ) 大工业产品时代—
以勒

·

柯布西埃为代表
,

把建筑当作
“
住人的机器

,
; ( 4 )

认为建筑是
“
空间艺术的阶段— 如赛维所说

“ 空间是建筑的主角
”
; ( 5 ) 认识到建筑是环境的

科学和艺术阶段—
1 9 81 年第 14 次国际建协华沙宣言提出

,

这是建筑价值观念上新的里程

碑
。

目前仍然是环境建筑学时代
。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华沙宣言关于
“
建筑学是为人类建立生

活环境的综合艺术和科学
”
的认识

,

把人们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

但这一步尚未完成
,

其现
一

状是骨架 (环境观念 )树立起来了
,

尚需具体内容充实和体现这一认识
。

考察建筑作为环境的

科学和艺术的特征
、

规律
,

并在设计
、

施工实践中加以体现
,

是时代赋予每个建筑工作者 (包括

理论家和实践家 )义不容辞的时代任务
。

二
、

环 境 与 建 筑

环境
,

是人类赖以生存
、

发展的首要条件
,

是任何人须臾不能离开的
。

每个人都生活在不

伺层次
、

不同方位
、

不同时间和空间
、

不同特点的环境之中
,

人们不能对环境作出自己的思索
、

反应和选择
,

而这一切似乎都是本能地进行着
。

环境具有空间和时间上的无限性
,

内容的广阔性和形式的无比复杂多样性的特征是环境

的另一大特征是它的客观性
。

环境总是相对于人或物讲的
。

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环境
。

环境

的核心是人
,

它为人而设
,

因人而变
。

认仿佛是环境中的一只大鸟
。

环境是
“
笼子

’ · ,

笼子的形

状
、

大小和特点将决定着鸟的存在方式
、

活动方式和心理状态
,

决定着鸟的飞翔
。

建筑环境不只包括空间
“
显形环境

” ,

它还应当包括隐形环境—
光

、

声
、

电
、

磁
、

气氛
、

色

彩
、

变化的关系等因素 ;更应当包括社会环境许多因素— 如制度
、

法规
、

风俗习惯
、

历史背景
、

文化传统
、

科学技术条件
、

地方特色等非自然因素
,

这里既有显形社会环境也有隐形社会环境

周素
,

它们对建筑发展的制约作用有时并不次于自然因素
。
可以说

,

环境是由自然一社会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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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一人组成的超级复杂的千变万化的系统
。

若从空间性质上划分环境
,

可以分成
: 原始状态的空间地带一乡村一城市一建筑物一衣

服一人的皮肤
,

即从宏观到微观分成许多层次
。

值得注意的是
,

空间环境也是生态环境
。
此空间环境是动态的

。

在每个相邻层次的交界

线上都承受着两种力量
:
张力和压力

。

只把环境理解为空间外壳是极大的误解 (而这种误解

在建筑界颇为流行 )
。
空间不是空的

,

空间环境内充满了各种形态的 (有显形的也有隐形的 )物

质流
、

能量流和信息流这类生态活动
。

而且
“
三流

”
的最主要载体是人流

、

人群
,

这是环境的生

态本质特征
。

三
、

生态平衡与建筑

生态平衡是生态学中的核心问题
,

它不仅与人类的衣食住行休戚与共
,

而且还关系到人类

的未来
。

生态平衡指的是
,

生态系统在一定时间内结构和功能上的相对稳定状态
,

其物质和能量的

输入与输出接近相等
,

即使受到外来干扰
,

也能通过自我调节 (或人为控制 )恢复到原有的稳定

状态
。

当然
,

这种相对稳定又是动态的
。

在生命进化和发展的长河中
,

生态系统中的生物有机

体不断地适应环境
,

同时又作用于环境 ;另一方面
,

不同种生物之间互相依赖
、

互相制约
,

从而

使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微妙的
,

相对稳定的状态中
。

陆地生态系统中的能流与物质流
,

以及物质的循环和转化现象在环境
、

建筑和人组成的生

态系统中同样是存在的
,

因此建筑系统内同样存在着生态平衡的问题
。

为此也就要研究生态

建筑学的问题
。

目前国际上有关生态学的研究动向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
:

( l) 建立
“
人类生态系统

”
的

“

全

环境
”

概念
。

( 2) 提出环境资源的新价值观
。

研究人工生态系统物质流
、

能量流和信息流
,

进行

调控
,

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
。

( 3 )改进提高危害评价的标准和预测方法
,

以适应越来越复

杂的大系统的环境问题的研究
。

( 4 )发展清洁型能源与工业
。

结合国土开发
,

解决人 口过密拥

挤问题
,

改善生活环境
。

( 5) 重视全球环境问题
。

( 6 ) 研究空间
、

海洋开发
,

以及新能源
、

新材

料
、

新技术
、

新工艺应用
,

对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
。

研究生产
、

管理
、

社会生活
,

以及家庭电

脑化
、

自动化
、

信息化对社会生活环境与人类环境的影响
。

四
、

生态是建筑的本质

建筑领域内的生态平衡就是建筑与生命圈的平衡
,

即保证人的生命存在
、

发展
、

顺利地由

一个生命阶段转人另一个生命阶段
。
按照当代著名生理学家艾瑞克

·

埃里克逊 ( rE ik rE i k s on )

的分法 (见 《 C ih l d h 0 0 0 1 a n d S o e i e r y》 ) 将人的生命分为 s 个阶段
:
婴儿

、

幼儿
、

JL童
、

少年
、

青

年
、

刚成家
、

成人
、

老人
。

从表 1 可见
,

有多少种生态现象相应地就会有多少种建筑类型出现
。
如居住建筑

、

教育建

筑
、

交通建筑
、

生产建筑
、

体育建筑
、

医疗休养建筑
、

宗教建筑
、

文化娱乐建筑
、

行政办公建筑
、

孤

儿院
、

养老院
、

教养院
,

以及道路
、

广场
、

市场
、

花园
、

墓地
、

火葬场等等
。

每种建筑都反映着不同

年龄
、

性别
、

时期
、

地域
、

民族等特有的生态本质
。

长期以来
,

我们用适用
、

经济
、

美观来概括建筑的本质
,

这种认识是很初级的
,

只相当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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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的生命阶段

生命阶段 主 要 设 施 { 惯 例

.l 婴儿 (依赖期 ) 家庭
、

摇篮
、

育儿室
、

花园

2. 幼儿〔自律期 )

3
.

儿童 (启蒙期 )

4
.

少年 (发奋期 )

小儿车 的地点
、

夫妇领域
、

孩子领域

游戏空间
、

放自己东西的地点 ;邻里 ;动物

少年之家
、

学校 ;放自己东西的位置
、

冒险 (好
奇少游戏

、

俱乐部 ;社区

.5青年 (一致期 )

6
·

刚成家 (亲蜜期 )

小房子
、

少年社会
、

舍宿
、

学校
、

社区

家族
、

双亲的领域
,

小工作组
、

家
、

学习网络

.7 成人 (创造期 )

.8 老人 (保全期 )

工作社区
、

熟悉市政厅
、

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
房间

固定的工作
、

小房子
、

家庭独立的区域

出生地点
、

安置在家里
· ·

~ 二外 出靠推
车 , 形成一个地点

学走路的地点
,

专供生活的地点

第一次进城冒险
,

找伙伴

青春期的 习惯和人 (秘密 )的 出现
。

对
付大人的方式

毕业
、

结婚
、

工作
、

建房

一个孩子的的诞生
,

创造社会的财物
、

建房

专供生活用
、

聚会
、

工作变更

死亡
、

葬礼
、

墓址

章第一节中所说的建筑价值观五个阶段的第一
、

二阶段之间
。
而今天已进人第五阶段 (环境建

筑学 )正在向第六阶段 (生态建筑学阶段 )迈进
。

对于建筑的丰富的生态学本质必须有足够的

认识
,

远远不止于物质上实用的水平
。

实用功能的观点是孤立片面看问题的观点
,

而生态 的观

点
,

则着眼于整个生态系统
,

它更全面
、

更深刻
。

回想 70 年代前
,

我们在缺乏生态概念的情况下
,

按照实用功能的原则
、

理论行事
、

铸成 了

多少历史的失误
。

如
,

按照功能分区的理论
,

在国土规划和城市布局上分的重工业区— 钢铁
、

煤炭等行业

所在地实际成了
“
男人区

”
;轻工业区— 纺织食品行业所在地成了

“

女人区
”
;学校区— 实际

成了
“ 儿童区

”
或

“

青年区
” ,

还分男校女校
,

造成性别上的不平衡 ;过分集中的商业区
、

文化娱乐

区
、

体育场区
、

行政办公区
,

又造成服务空间和被服务空间的不平衡
,

造成交通拥挤的高峰一个

接着一个
,

单纯的住宅区 (卧区 )和工作区的远离
,

给千百万人造成每天的烦恼
、

疲劳
,

给城市带

来车流
、

人流
、

噪音
、

环境污染
、

能源浪费
、

生命缩短等等诸多灾难
。
总之

,

这都是建筑设计
、

城

市规划建设中所造成的对生态平衡的破坏
。

所以
,

克服建筑学中的生态危机现已成为燃眉之

急
。
但是

,

迎接生态建筑学时代的关键
, 首先是要树立生态意识

,

需要用生态意识重新审视以

往的种种理论
、

方针
、

政策
、

原则和措施
。

五
、

发展生态建筑的意义

生态建筑学将是建筑学历史发展进程上的新阶段
。
生态建筑学是研 究 建筑学进化的科

学
,

或称其为建筑进化论
。

对于生态建筑学的研究
,

将促使我 们树立完整的生态观念
,

熟悉生

态原理
,

从而创作和设计生态建筑
。
生态学原理的应用

,

将从根本上革新我们的建筑学观念
,

使建筑创作和设计的道路更加宽广
,

以适应下一个世纪创造出更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建筑环

境的需要
。

具体运用生态原理设计生态建筑
,

将会在建筑学的六个方面有所突破
:
( l) 给建筑作品注

人生命
,

使建筑
“
活起来

”
; ( 2 )找到古今中外建筑精华融合的中心线和结合点 ; ( 3 )促进建筑学

的科学化和定量化 ; (斗)大大丰富建筑的类型 ; ( 5 )革新建筑的美学观念 ; ( 6 )使农村建筑更具特

色
,

且更快的发展
。



第 1期 21 世纪是生态建筑学时代

从生态观念出发的建筑设计
,

能使建筑
“
活

”

起来
。

这也是与以往建筑最大的区别点
。

古

老的建筑作品的基太特点是稳定性
、

不变性和完美性
,

所谓
“
凝固的音乐

”
成为最高的评价

。

而

今天恰恰相反
,

人们和时代要求建筑具有非稳定性
、

多变性
、

流动性的特征
,

要求把建筑由不变

的空间环境变成可变的
、

多变的环境
。

现代建筑 (非指现代主义的建筑 )对此做了种种追求和

探索
,

如灵活空间的设计
,

镜面玻璃
、

水面
、

植物
、

阳光的引进
, “
人看人

”
的波特曼共享空间的创

造
,

交际空间的扩大与内容丰富
,

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

生态学原理融合古今中外建筑精华
、

雅俗共赏的中心线和结合点
。

如帕米尔高原西部的

民间住宅
,

体现了明确的生态学意识
,

出色地运用生态学原理
,

合理地处理了建筑的小气候和

热工问题的实例
。

葛如亮教授设计的富春江建德县 (新安江 )灵栖习习山庄
,

丁先听建筑师最近

完成的西双版纳体育馆方案
,

都是学习民居又有所创造的成功的生态建筑实例
。
灵栖习习山

庄把降温能力约为 6 万卡 /小时的洞内风引人了整个建筑
,

且屋面采用了自然山坡相同的坡度

2八 l
,

与自然环境顺向结合
,

且与自然山岩结合很自然
,

有的山石还穿出楼面
,

有的衬托着屋

顶
,

形成丰富变动的界面
。

西双版纳体育馆的设计者
,

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傣族竹楼与小型体育

馆的结合点
:
独立的大间空

、

底层架空
、

坡屋顶
、

自然通风
,

并运用提炼过的建筑语言使其成为

运用符号学的佳作
,

也是成功的生态建筑的佳作
。

现代建筑学的发展
,

必将促进建筑学的科学化和定量化
,

这是显而 易见的
。

如夏季一昼夜

期间内小气侯形式会变化成三种情况
,

分别适合炎热区
、

寒冷区和气候温和地区
,

但具体控制

建筑物吸热或放热以及通风都有一个数量界限
,

这就需要科学地确定
。

另外
,

对于建筑环境质

量的评价也趋于定质分析
,

且要分析的方面很多
。

建筑学的发展
,

使其科学性空前的提高
,

再

也不是
“
公说公有理

、

婆说婆有理
” 可以任人摆弄的塑胶泥了

。

发展生态建筑将大大丰富我们的建筑类型
,

这是从内涵上真正繁荣建筑创作
,

而不是玩弄

形式主义的花样
。

以生态学的观点从生命圈的角度考察我们的建筑类型还很不完善
。

婴儿
一

儿童
一

少年
一

青年
一

中年
一

老年 (还有各生命阶段的残疾人 )
一

亡人
,

这是人类的

生命圈
,

其中每一个环节又可以横向提出生活
、

教育
、

文化
、

娱乐
、

工作等各方面的生态要求
。

就住宅而言我们就需要增加许多类型
,

除了前面说的老人
、

青年
、

残疾人等住宅不应相同外
,

还

有牧区
、

沙漠
、

高山
、

寒带
、

热带
、

水上
、

海上
、

海底
、

地下
、

树上
、

空中的住宅等等
,

都需要我们逐

渐研究解决
。

生态建筑的发展需要生态美学的相应发展
。

没有生态美学意识 就 会 限制生态建筑的发

展
。

因为将展现在人们眼前的生态住宅
、

生态屋顶
、

生态建筑类型
、

生态建筑结构
、

生态街道
、

生态城市等
,

不复是历史上已有的形象
。

如何评价这些面 目全非的形象是生态美学的重大课

题
。

总之
,

生态建筑学应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

它的自身结构和发展
,

涉及许多学科
。

在科学技

术迅速发展的时代
,

生态建筑学本身和相关学科也会迅速发展
,

这必将为生态建筑学的完善和

进一步发展提供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条件
。

2 1 C E N T U R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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