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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场所精神的生态建筑构思逻辑探究
陈晓卫，马 兰

( 河北工程大学 建筑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 如今，“生态建筑”已不是什么新鲜词汇，但是在其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脱离环境或

技术至上的“伪生态建筑”。为避免这些现象，提倡当代建筑师在建筑创作之初回归本源，以建

筑所属基地的场所精神为设计出发点，运用“自下而上”的构思逻辑，使建筑有机地根植于此时

此地、此情此境，真正做到人、建筑、环境彼此有机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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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ceived logic of ecological architecture
based on the spirit of place

CHEN Xiao － wei，MA Lan
(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Hebei Handan 056038，China)

Abstract: The phrase of ecological architecture isn’t new anymore in nowadays． However，during its
practical processes，some pseudo － ecological architecture separated from environment or insisted on
technology first is found． In order to prevent such phenomenon from happening again，it is advocated
that contemporary architects should start from the origin of architectur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ir de-
signs，and authors try to make them root in the place，the scenery and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current
time organically by taking spirit of place of the bases to whose architectures belong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ir designs as well as using bottom － up conceived logics，so as to make people ，architec-
tures，and environment mix together essentially and organ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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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栋高层办公楼，立面满布太阳能光伏

发电板，但却身处城市高密度建筑群的遮挡之中，

光伏板年发电量仅相当于该建筑物一年电耗的

1%左右，可以称作是太阳能高效利用的生态建筑

吗? 如果国内一座在各环节采用生态技术的“零

能耗”建筑，但太阳能光伏板、地源热泵地下埋管

等设备的铺设却占据了数倍于建筑面积的珍贵土

地，算是一例节约资源的典范吗? 如果在青山环

翠、绿波荡漾的风景区内矗立一座拔地凌空、气势

恢宏的高楼，任其形态独具匠心，带来高额的经济

效益，能被视为是造福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建

筑吗? 显然，我们对绿色的、生态的、可持续的建

筑构思营造过程有太多的误区。
1869 年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 Ernst Heinrich

Haeckel) 首次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他指出:

“我们可以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

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科学，外部世界是广义的生

存条件”［1］。而“生态建筑”则是基于生态学的基

本原理，以人、建筑、自然共生为目标，将建筑作为

一个有机的系统，以一种友好的姿态嵌入自然生

态循环之中。然而当代许多所谓的“生态建筑”却

偏离了生态营造实践“有机共生”的初衷，或一味

地追寻商业利益，或不加思考的依赖于技术设施，

将建筑当做孤立的个体机械地凌驾于自然之上，

生态效果微乎其微，甚至损坏了环境的可居住性，

成了名符其实的“伪生态”建筑。显然，生态建筑

不是一种口号，不属于任何表现风格，更不是商业

宣传的噱头。当代建筑师需要重新审视生态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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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构思逻辑。

1 朴素的生态思想观

追溯人类建筑的构思逻辑发展历史:“上古之

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

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2］。远古时期的“巢居”
“穴居”以遮风挡雨为营造目的，其简单的建构意

识，体现着与自然的融合。随后，人类的居住形式

开始有意识地形成村镇聚落，聚落的选址与规划

亦自觉地遵守特定的自然生态条件，丽江古镇的

形成便是一例: 丽江古镇西北依山，东南平坦开

阔，民居建筑多为东南朝向。有“古城之魂”支称

的玉泉河，自城北象山脚下，分为三河入城后，又

分为无数支流饶布全城，城内各户人家均沿河建

屋，形成了“家家门前绕流水，户户庭前垂杨柳”的

诗情画意( 图 1 ) 。随着人类文明日趋成熟，朴素

的生态观逐渐升华为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子注》第二十五章中提到: “人不违地，乃得全

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

违道，乃得全复，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

法自然也。”这说明当时人们已意识到尊重自然规

律的重要性。

随着蒸汽机的一声鸣响，人类开始了以生产

力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探索来统治自然的征

途。那种对自然的控制欲以及对利益和利润的追

求制 造 出 大 量 的“即 时 环 境”( Instant Environ-
ment) ，即采用快速、大量、无地方性、标准化、统一

规格生产和建造的产品［3］。建筑风格与主义的表

达在建筑发展历史上占据了绝大部分版图，生态

建筑的实践则愈发边缘化。然而当臭氧层漏洞、
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接二连三的抛入视线，人们

才又重新意识到与自然的默契与交融是何等的重

要。于是，“绿色建筑”、“生态建筑”成了当下最

热门的关键词，各类相关法规政策也相继出台。
但是在发展可持续生态建筑的实践过程中却出现

了很多盲目的、割裂的狭义生态观。然而在某种

程度上，建 筑 不 是 一 个 实 体，而 是 一 种 关 联 性。
“我们不应该把人类从世界中分离开来，而要把人

和世界结合起来观察和判断。让我们放弃那种简

单化的分割考察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而给予应有

的统一。愿人们放弃已经形成的自取毁灭的工作

生活习惯，而将人和潜在的和谐表现出来。世界

是丰富的，为了满足人类的希望仅仅需要我们通

过理解和尊重自然。要做到这一点，设计必须结

合自然”［4］。

2 重返场所精神

挪威 建 筑 师 诺 伯 舒 兹 ( Christina Norberg －
Schulz) 受启发于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
ger) “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并将胡塞尔 ( Ed-
mund Husserl) 的现象学概念引入建筑学中重新诠

释了“场所精神”的定义。诺伯舒兹认为“‘场所’
不只是抽象的区位而已，而是由具有物质的本质、
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的物所组成的一个整体。
这些物的总合决定了一种‘环境的特性’，亦即场

所的本质”［5］。
美国建筑师、社会史学家伯纳德·鲁道夫斯

基( Bernard Ｒudofsky ) 的著作《没有建筑 师 的 建

筑》通过介绍一些鲜为人知的非正统建筑世界，让

我们看到了被称之为“乡土建筑”( Vernacular) 或

者“自生建筑”( Spontaneous) 原生态的美( 图 2 ) ，

这种美通常与时尚无关，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对本地气候、文脉、历史等因素所作出的回应，是

基于场所精神的一种构建营造方法。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建筑从

其产生之日起，就与其特定的地点产生了不可割

裂的 质 的 联 系，地 区 性 是 建 筑 的 本 质 属 性 之

一”［6］。现代主义所宣称的设计应建立在“放之四

海皆准”的法则已不再适用，不同地区的建筑所适

用的生态思想各有千秋，同一地区不同基地的建

筑的生成逻辑也不尽相同。如今由单一的价值取

向以及雷同的发展模式所缔造的“全球文明”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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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区文化起着不可磨灭的腐蚀作用。工程建设

之前的“标高归零”似乎也抹平了基地原有独特的

场所精神，城市区域丧失了原有的归属感与认同

感，在相似的建设手段之下变得越来越像。穿梭

于一条条相似的街道之中，我们亟需场所精神的

回归。

3“自下而上”的设计构思逻辑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是信息加工和知

识组织的两种策略［7］。在建筑规划设计构思逻辑

中，“自上而下”的设计思维一般是指先有总体构

思，再逐步深入至各个细节; 而“自下而上”的逻辑

则是充分考虑到各因素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值，是

一种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设计方法，符合当代

复杂性科学的探索与发展。
“构思”即“神思”，“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

之下，神思之谓也”［8］。建筑创作构思逻辑实际上

是整个社会思想进程的映射: 封建社会时期中轴

对称的建筑布局形式是以表达等级制度观念为中

心思想; 近现代城市的扩张、工业化的进程则催化

了现代主义国际式的发展。而如今，严峻的环境

问题使得生态建筑的设计构思应考虑到地域环境

的影响以及人类生活的多样性行为，但是一些建

筑师没有明确的建筑创作设计方法，头脑中只有

一些模糊的、片段的生态思想观，在生态建筑设计

过程中往往容易形成“自上而下”“造物者”式的

设计方法，造成了与场地环境的割裂以及生态技

术设备无意义堆积的浪费现象。重返场所精神需

要当代建筑师去用心倾听场地的声音，了解以往

的历史文脉，尊重当前的场地原型与环境气候，并

可以预测未来建筑以怎样的姿态有机的嵌入到整

体生态系统中去。，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构思逻辑

使建筑坚实地生长于特定的场所之中。
黑川纪章在其著作《共生思想》第十五章“沙

漠试验城市”中提到过某位美国建筑师不考虑场

所差异性，将典型加利福尼亚风格的住宅搬到了

阿联酋某沙漠地区内，由于气候的不适应造成了

无人居住的情况( 图 3) 。黑川在随后的利比亚的

沙漠城市设计中，利用当地本土材料沙子研究制

成了耐用年限为 10 年的硬质沙砖，通风塔的设计

基于气流温差原理形成了沙漠中的自然空调，并制

作了将所有管线集中于双重墙壁之间的“设备墙”，

当地人只需使厕所和厨房与“设备墙”相连接，便可

以自由地建造其余房间了。此外，拱形屋顶的符号

元素也体现了对阿拉伯文化的传承( 图 4) 。

伊安·论 诺 克 斯·麦 克 哈 格 ( Ian Lennox
McHarg) 在纽约里士满区的林园大道的路线选择

设计过程中，考虑怎样才能选择一条社会效益最

大而社会损失最小的路径。两点之间距离最短的

路线不一定是最好的，在最便宜的地段上规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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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是最节约的，在二维规划图纸上简单的笔

尺一挥，很容易造成社会价值和效益的损失。很

显然，规划师应该把很多影响因素放在考虑范围

之内: 除了自然地理、交通及工程标准等可以衡量

的影响因子外，还包含社会价值、健康及美学等不

可估价的因素。麦克哈格将影响路线选择设计的

诸多关键因素分类，分别按价值的最小至最大进

行颜色明暗分级并在透明图纸上表现出来，例如，

把自然地理因素绘制成图，色调越深表明地质条

件越复杂，越不适宜于建设道路。由此形成了一

系列明暗不同的图纸，当把这些透明图片叠加起

来之后，便能看到路线所在区域的综合社会价值，

穿越色调最浅的则是自然生态破坏值最小、社会

价值影响最少、道路工程造价最节约的线路( 图

5) 。虽然这种方法不是十分精确，但是由影响参

数逐步生成规划方案的设计方法尊重自然演进过

程并且使社会价值体系也能得到合理的反映。

4 结语

基于场所精神的生态建筑观是一种“自下而

上”先分析后综合的设计模式，超越了对生态建筑

实践中意识形态化、技术中心论的机械理性主义

的传统定义，但这并非是对当代技术文明的全盘

否定，更不是将“全球化”与“地域性”两分对立，

而是应该承认差异性的存在，如何在摩擦的基础

上取得协调，如何在异质性中创造出共生文化，一

座建筑是如何与人、自然环境、历史文脉、技术设

备等相关因素发生对话联系进而一步步地生成构

思逻辑…这都是值得当代建筑师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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