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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模型．建筑学研究方法
——构成性与生成性辨析

杨健，戴志中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重庆，400045)

摘要：在讨论建筑学研究方法时，对于设计和研究的关系一直存在构成性和生成性的争论，表现

出来就是“以设计为研究”和“进入研究中的设计”，在方法上体现为“规则中心”和“模型中心”，

以规则作为研究中心的传统建筑学体现出构成性，这种趋势使得建筑学设计和研究分离，并使

具体研究分裂为科学和哲学、文艺的两极，学科的自主性遭到破坏，而一种生成性的以“设计为

研究”的方法论以模型(尤其是以动态模型)为中心，在具体环境下消解“规则中心”的矛盾，从而

更好的联系设计与研究，恢复建筑学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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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methods of architecture：discrimination between

composing and creating

YANG Jian，DAI Zhi—zhong

(Faculty of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Planning，chongqlng University，Q踟Igqillg 400044；China)

Abstract：In discussing architectural research method，there have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y between design

and research，which is demonstrated鹊“research by design”and“research into the design，”as embodied

in the methods鹪“role center’’and“model center”．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research centre is rules and

reflect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world，this trend makes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research separation，and

specific studies splits into the science and philosophy，literature and art，the autonomy of the subjects were

damaged，and the methodology of“research by design”define model，especially dy眦nic model as the

center which shows the generation of the wodd。it will be able to ILalllOVe the contradictions of'‘rule center’’

in specific circumstances，SO the links between design and research C目ffl be improved and the autonomy of

the subjects Can be found．

Key words：architectural research methods；rule；model；reseawh by design

2000年11月在代尔夫特大学举办的“以设计

为研究”(Research by design)的国际会议上建筑学

研究与设计这两个长久以来在学科中不断争论的

关系在讨论中再次浮现，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

的观点，其一，进入设计之中的研究(research into

design)，其二，以设计为研究(research by design)。

前一种观点以琳达·格雷特和大卫·王为代

表，他们基于规则化的框架提出了设计是生成性

的过程，而研究是分析性的，“生成设计过程实际

上是一个‘主观’过程一因为它不能完全由有规律

的命题来定义。

而后一种观点的核心则是杰里米·提尔主张

的以设计为研究，他认为将研究归结于规则是一

种理性启蒙思想混合规则崇拜的原教旨信仰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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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这种对启蒙一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体系的信任

是建筑学试图获得学术的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因

为这个系统假设了一种稳定的和可测试的知识，

在此基础上，既然事物一以建筑而言一的缘由可

以客观地分析，所以事物一建筑的制作就可以被

理性地发展”⋯，这种应用规则而取得学术合法性

的方法在学院中广为流传。

目前，设计和研究的脱离不再是个别现象，对

于规则的强调是当前研究的主流话语，科学性和

理性是各种建筑学研究文本首先要强调的，各种

各样的规则被引用使得研究似乎在严格遵循学术

规范，似乎这种合法的过程就一定能带来预期的

成果，一定程度上，规则和逻辑本身都被神话了，

其自身成为一种构成性世界观下的机械性手段。

同时，哲学和文艺理论也渗透到建筑学研究中，建

筑学的研究被还原为科学理论或者说哲学与文艺

理论，这种单向的理论指导实践，或者说设计的认

识使得学科的割裂日趋严重，而同时，设计在强调

其自主性时，渐渐同理论分离，理论无用论已经出

现，设计和研究之间的对话渐渐丧失，相对的是，

克鲁夫特对于这种对话关系则非常珍视：“只有在

相互的对话中，建筑理论与建筑本身才有可能繁

荣与发展”[2】。另一方面的尴尬是，建筑学依赖于

其它学科的方法不仅仅导致了学科的割裂，还使

得它的自主性受到怀疑，而回顾建筑理论史，不是

某条科学或者哲学规则主导了建筑学发展的方

向，反而是如帕拉第奥、柯布西耶这样同时在理论

和设计方面成就巨大的人物对于建筑学影响更

多，而维特鲁威也是在对于古希腊建筑大量的论

述上建立了他的规则，这使得他的理论“在古代的

影响是十分有限的”【2J，而对于其理论的重视在文

艺复兴时期方才兴起。

1规则．模型

与规则的方法相对应，霍兰提出了一种模型

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

科学都是以模型为基础的”【3】，历史模式、图纸、隐

喻、类比等等方法一定程度上都是模型，一份图纸

是一幢房屋的模型，历史的原型同样也是模型，它

们的共同点在于模型的建立者试图寻找出源一目

标之间的相似性。琳达·格雷特和大卫·王也将模

型视为研究方法的一种，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基于

传统的静态模型，并且将这种方法和设计区别开

来。有意思的是这种方法同时也被认为是主要的

设计方法，勃罗德彭特就将模型类为设计方法的

首要，他指出，模型并不只是那些传统的小比例三

维静态模型，而是“巧妙的类比或一系列类比”【4】。

模型方法和规则的方法是相对应的，考虑到时间

是否可逆的问题，可以说，基于规则和逻辑一致性

的方法是一种共时性的方法，而基于模型和目标

的方法是一种历时性的方法，当然，这里的模型更

多的是一种动态模型。

设计首先就是一种动态模型，除了某些拙劣

的抄袭，没有简单按照规则就能产生的设计，否则

自动设计的理想就成为现实了，设计总是在一定

的主体问按照各自的规则进行对话的过程中进

行，这些对话包括：建筑与环境的对话、设计者与

委托人的对话、“技术与感觉”【5J的对话、科学与文

艺的对话等等，在这些对话中，各种主体按照本身

的规则和其掌握的信息进行竞争和合作，从而产

生结果。每一种所谓的风格就是一种模型，在其

中，有着大体相同的主体和规则。在研究中同样

如此，其表现为所谓的“范式”，同样也不存在完全

按照规则进行的研究，否则，自动研究将成为现

实。这样在设计和研究中，模型和规则同时出现。

动态模型是指随着时间进程“具有变化结构

的模型”【6】，而建构动态模型的目的，是发现那些

导致结构变化的不变的规则，这是它的研究属性，

而同时，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也同时在现实中建

立了一种存在，这是它的设计属性。这里，动态模

型和规则联系在一起，但是模型，尤其是动态模

型，却具有和规则不同的特点。

和规则的构成性相对应，动态模型是一种时

间不可逆的过程，它是一种生成性的方法。设想

一个只有规则并且不存在矛盾性的世界，不过是

一台大的自动机，一切都是确定的，都是被动的，

大的部分不过是小的部分的机械组成，研究和设

计就是在在理想和绝对的环境中不停的进行所谓

的分割和组合，创新不过是更多细节的发现，建筑

师的自由意志消失了。而动态模型则不然，霍兰

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动态模型的大概图像：由规则

限制、各种主体在时间过程中对话“受限生成过

程”【6】，这个过程构造了一种“复杂适应系统-[TJ，

而这种系统是普遍的：“在自然界，这样的系统包

括人脑、免疫系统、生态系统、发展中的胚胎和蚂

蚁群等。在人类社会中，这样的系统包括文化和

社会制度。这些系统中有着许多“平行”发生作用

的主体，有着层次的结构，有着永恒的新奇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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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主体不是以自身功能的最大化作为目标，而

是力图去适应周围的其它主体和环境，在这种相

互适应过程中，新的存在在整体的范畴上自然涌

现。

2主体

在霍兰那里，如果路易斯·康一样，其主体的

含义要比传统广泛的多，他指出主体是由一些规

则限制而成的，这种规则譬如“if(一些条件为真)

then(执行一些动作)”【81这样一些简单的规则。因

而，主体的范围将进人许多传统只能为客体的领

域，譬如，砖，如果砖受到力，根据相互作用，在其

材料允许范围内，它将返还一个相同的力，这同样

满足(if⋯⋯then)规则，这样的砖同样可以成为
主体。聚集而成的主体出现了新存在。砖聚集成

为墙，墙的性质将超越单个的砖，而一个城市更是

在其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主体，这些主体根据环境

一由其它主体所组成的环境，同其它主体相互竞

争和合作，创造了不断变化，充满新奇感的整体一

就如蚁群的行为超越了单个的蚂蚁。

动态模型允许规则的存在和规则的矛盾，并

在时间的发展中就将共时性所不允许的矛盾转化

为动力。路易斯·康也设想过规则的作用，但是他

和柯布西耶不同，在他那里，规则分为两种：自然

法则和规则，实际上，这种规则就如霍兰所谓的

“隐秩序”[9】，也是由一些感性认识和法则来形成

的模型中的隐规则，如同设计师历史中形成的一

些手法等等经验构成。柯布西耶常常强调的新建

筑五点就是这样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在康那里是

允许有矛盾和允许改变，文丘里指出：“密斯谈到

需要‘在极为紊乱的时代中建立法则’。而路·康

却说‘法则并不意味着有条不紊’，难道我们不抵

制那痛心的紊乱么?我们能不探讨时代的复杂与

矛盾并承认体制的局限么”[1们?同样，路易斯·康

基于他对生成性的强调，更欢迎规则的改变。规

则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它要由环境来核准它的

有效性。否则必须改变它。联系到霍兰的涌现，

从混沌到有序的描述，两者的共通点显示出来：即

规则一主体一涌现，这样一个通过模型来进行研

究和设计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开始有一些确定的

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了相互作用的主体，而随着时

间的进程，一些基于底层规则的新的隐形规则出

现了，这些规则在主体的相互作用中不停的吸取

经验演化，直到最终出现了涌现现象，创新得以完

成。而一个新的层级或者说“积木块”[9】出现了，

新的规则也同时诞生，并将这个过程继续下去。

动态模型同样还允许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存

在。在哈耶克所谓的工程师精神中，我们看到了

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的身影，而在现实中，理性极

端化的情况导致的常常不是做不出问题解决的设

计或者说计划，而是这种设计或计划的目的得不

到实现。哈耶克就指出了这种彻底设计或者说计

划的滥用将导致自由的丧失，从而破坏那些自发

生成的秩序。这种完全的控制需要对于情况的完

全掌握，因而，哈耶克眼中工程师的世界是构成性

的，一切都是必然的。而对于偶然性，他们通过将

系统的目标简单化和客观化来排除，这导致了目

标在一定程度上的虚妄。实际上，当主体的数目

很多时，单个的主体只能掌握他周围的信息而无

法掌握全局的信息。因此，对于某个主体来说，当

其按照自身的规则和环境信息行动时，其行为是

必然和确定的，而其它主体的行为对他来说就存

在偶然性。在一个动态的模型中，偶然性并不会

被排除，在路易斯·康自己描述的设计过程中，我

们看到种种的偶然性在生成过程中的作用——这

种偶然性在其它主体的决定中体现出来，在他的

过程中，为了生成对于设计概念的一些新秩序、新

认知，常常需要通过许多主体间的对话来进行。而

不同主体在当时当地和其它主体的互动常常是新

质浮现的契机。从这些变化中，世界诞生了新的

精彩，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对于事物的重新认

识”⋯J，在文丘里那里，他将这种特性定义为不定

性。一个建筑概念通常都是摇摆不定的，“在复杂

和矛盾的建筑中到处存在着不定和对立。建筑是

形式又是实体——抽象的和具体的——其意义来

自内部特点及其特定的背景。一个建筑要素可以

视作形式和结构，纹理和材料。这些来回摇摆的

关系，复杂而矛盾，是建筑手段所特有的不定和对

立的泉源”¨引。这种概念的不定性导致了规则和

模型的不定性，即当时当地的情况参与决定了规

则的使用，这些情况不是可以事前预测的，这就是

偶然性的显现。而在动态模型中，偶然性不被视

为是职业控制性的障碍，而是建设性的动力。这

同时也是杰里米·提尔认为的：“人们创造建筑，但

并不总是在他们选择的环境中，偶然性并非是建

筑学逻辑的缺点，而是作为一种真实的条件，偶然

性实际上是坚实诠释的催化剂”【1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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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设计为研究

生成性和构成性、规则和模型的关系就是德勒

兹的巴洛克动态褶子，生成性的快照就是构成性，

构成性的时间发展就是生成性，规则组成了主体，

主体相互作用构成了动态模型，传统的设计中同样

也有研究。而动态模型的发展生成了新的规则，传

统的研究本身也需要设计。只不过，设计师不再是

高高在上的法则制定者，他是作为一个和其它主体

互动的主体参与到其中，并同其它主体的规则进行

对话。虽然设计和研究的最后形态不同，虽然貌似

其中一个将关注点集中于个案，一个集中于普遍。

但是在无穷的运动中、在时间进程中，它们得到统

一。“巴罗克风格与本质无关，而与运作功能、与特

点相关，但巴罗克风格使这些褶子弯来曲去，并使

褶子叠褶子，褶子生褶子，直至无穷。它按照两个

方向，以两种无穷将褶子分为物质的重褶和灵魂中

的褶子，仿佛无穷亦有两个层次”【13|。同时，这种运

动使得单纯的将设计对应于生成性而将研究对应

于构成性或者说分析性不成立。因而，虽然上面我

们大量讨论的是设计的过程，实际上我们同样也在

谈论研究，因为在以设计为研究的过程中，研究和

设计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使得要明确的

区分出两者十分困难。当然这种研究不是那种分

析陛或者说构成性的研究，也不是还原到科学或者

说哲学以及文艺等等其它学科的研究，而是根植于

建筑学本身，一种动态的从规则到新规则，或者说

从混沌到秩序的综合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可以

视为设计过程，“如果一种新的知识形式可被看作

研究的一种方向，那么我认为设计就是一种示范性

的研究形式，但是这取决于我们对知识制定的定义

不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模式。传统研究常常基于

对已有事物的分析，而建筑学研究却是投射的和动

态的。传统研究考虑客观性，而以设计展开的建筑

学研究却必然是思索性的。传统研究常常因为研

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正确性而困扰，而以设计展开

的建筑学研究却更关心结果。正如本·万·伯克尔

(Ben VS．．rl Berkel)在会议上所说的，“最重要的不是研

究本身而是你发现了什么”m】，同时，建筑师不是商

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构成性和生成性都是存在

的．因而道路将是：“一条窄道”u制。“事实上，我们

努力要走的是一条窄道，它介于皆导致异化的两个

概念之间：一个是确定性定律所支配的世界，它没

有给新奇性留有位置；另一个则是出掷段子的上帝

所支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荒诞的、非

因果的、无法理喻的”【14|。这也是所谓的“混沌边

缘”[引。也是库哈斯所谓的：“存在于所思和所做之

间的巨大的、谨慎的、然而是健康的鸿沟”[15】。

4结束语

动态模型以一种生成性的研究方式出现，它

依靠主体的浮现和时间的推进，将能够在具体环

境下消解设计和研究的鸿沟，当设计概念和研究

概念都是生成性时，可以将琳达·格雷特和大卫·

王的论证变化一下一当用一个生成性概念去了解

另一个生成性概念时，没有逻辑问题。这样我们

可以说，以设计为研究(research by design)，同时也

可以说以研究为设计(design by麟删池)这不过是
褶子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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