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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建筑设计构思与建筑设计创意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同的过

程。就像写作和阅读的关系，它们的工作对象是一致的，然而目

的和手段却不尽相同。和小说的创作过程一样，在设计过程中，

为了最终完成作品，要充分了解各种现有条件，比较不同的路线

和可能性，形成整体的框架，还要进行概念化的抽象思考，设置

各种动人的细节，这更像是一个综合的过程。而建筑设计构思的

过程好比是阅读，试图理解建筑师的思考过程，在不同的因素间

建立起联系，并与其他类似的作品进行比较，这更像是个分析的

过程。

作者从独特的构思视角以六个方面的意识作为主线，分别是

大环境意识、场地设计意识、塑造群体与单体空间环境景观意

识、结构构架特征与建筑形式间的相融性意识、结构构架造型意

识、利用跨科学技术意识，目的是期望为建筑设计构思及创意这

个看似复杂的过程，提供一个即系统科学又艺术创新的演绎。作

者最后通过大量不同类型建筑创作实践分析，更具体地讲述了建

筑设计构思与创意的过程。

本书最实在的特点是很有效地引导建筑学子们在设计中科学

地构思与创意。作者对于建筑设计构思与创意的独特视角，聚集

和重述有关建筑设计在作者过去本身的一些经验，让我备受感

动，我为这种新的视角创作而深感愉悦。

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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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环境意识

一幢建筑的诞生离不开其背后所包含的环境，这个环境是一幢建

筑生存的基础内容，姑且将这种基础内容称为大环境意识，这个环境意

识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自然环境意识，二是历史与文化环境意识，三是

经济环境意识。

1.1　自然环境意识

在设计一幢（片、群）建筑之前，必须先到现场分析它所处地的自然

环境。这种自然环境主要看建筑所在的位置、用地周边道路交通联系、

地块内外地势地貌（山脉、水系）特征等自然环境，设计前认真了解这些

大的自然环境，譬如说，建设地点周围一定范围内是否有重要的交通要

道，是否有具有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建筑景点或功能场所，是否具有特殊

的地形或山水特征等等。对这些元素充分挖掘与分析，积累大局“信息

密码”，有利于从大局上对该建筑进行定性、定位。例如笔者在设计恩施

格调森林小区时所作的思考。

首先分析大环境下的山体环境利用。图 1-1、图 1-2 是现场所摄照

图1-1　临近道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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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地势以山地为主，平地很少，整个地势朝南渐低，两侧山脊相连，场

地中间为山坳。这给设计者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要利用现有山地

条件协调处理自然环境与建筑的关系。在空间布局时在保证居住方便

的前提下尽可能将建筑依山而建，这样既可节省土方开挖量，又可达到

建筑与环境相得益彰的效果。这是山地环境映射到设计者大脑里最初

级的一种“意识信号”。其次分析场地与外部的交通联系。如图 1-2 所

示，现状只有一条城市规划支路从用地东侧通过，这意味着将来入住该

小区的居民主要依靠东侧道路出入。主入口设置在东侧在所难免，不管

设计者愿不愿意，先天的条件就是如此。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交通组

织从东侧入口出发，仍然可以利用大环境作出合理安排。然而面临的问

题是东侧入口处有一山体挡住出路。若想由此进入小区，则必然会想到

将山体移走一部分，打开一缺口，形成一条通道来。如果将山体全部搬

走，则意味着土方量很大，经济上比较浪费，自然空间层次关系遭到破

坏。权衡之下，如果要达到既不影响对外联系，又能保持自然生态空间

的关系，设计者思考两种解决方案，一种采用保留山体，用隧道连接内

部与外部空间，另一种方案是将山体开挖一定宽度的缺口，打通内部与

外部空间联系的障碍，而在缺口断开的山体上部用一桥梁连接起来，以

保持山体的连续性。即在大环境中有比较多的约束因素条件下，设计者

应该结合这些制约因素，合理利用环境与巧妙构思，实现设计者结合环

境创新的目的。

再看在大环境中怎样借用水景（面）。在黄石慈湖南岸银湖月色小

区的规划创意中，在大环境下借用水景的创意算得是运用比较成功的

（图 1-3、图 1-4）。该小区坐落在黄石市慈湖南岸，西北侧毗邻湖岸线，

沿湖边有一城市规划道路通过，小区东南侧有一城市干道，并有一条水

泥石料厂专用的火车运输线路。纵观小区大环境，只有充分借用临湖

图1-2　场地内

山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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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让湖面景色渗入小区内部，并尽可能地使大多数居民能在自家的

阳台上看到（借到）湖景，同时又有较好朝向，才使得所开发的楼盘具有

较高的销售价值。怎样才能实现呢？传统的行列式、庭院式布局是很难

做到的。设计者采用多层住宅临湖布置，且垂直于湖岸线的跌错跌式排

列，单元之间错开一定距离，通过阳台或山墙上的窗户，使得大多数住

宅，能较大范围争取到湖景面，同时又不遮挡湖面景观向内部渗入，使

内部其他高层建筑也有比较好的观景面。这样充分利用水环境面均衡

共享的构思较好地解决了矛盾。

大环境中的朝向意识，也是值得斟酌的。东南西北，究竟哪个方向

最好，需看具体的大环境。一般来说，对居住建筑而言，建筑朝西向不适

宜，朝南或南偏东、西 15°为最佳，朝东次之，朝北不适宜。但实际中，

确有不少朝西或朝北的建筑，这主要取决于具体的自然条件。主要道路

是南、北走向的，那就可能出现东、西朝向的建筑，主要道路是东、西走

向的，也就可能出现南、北朝向的建筑。

在设计实践中，通山县凤梓华庭小区（图 1-5）主干道是南北走向，

其建筑朝向就出现东西向，通山县富水旅游文化街（图 1-6）平面中的

主道路是东西走向，其建筑朝向也就会出现南北向，朝西与朝北均有不

利一面。因大环境中主道路的限定，设计前期对建筑朝向的安排与预设

定，对设计者来说在空间布局或单体设计时，结合具体条件尽最大可能

利用有利面，避开或减轻不利面。即从属大环境条件但不能完全受制

约，应主动避免不利面。

总之，在设计一幢或一群建筑时，先要充分分析环境自然条件，包

括山形、水景、道路、绿化、气候、高程等自然要素，充分利用大环境自然

条件，取其有利条件，避其不利因素，以因此而产生的意识（理念）来指

导设计是十分有益的。

图1-3　黄石慈湖银湖月色小区位置 图1-4　黄石银湖月色小区卫星云图



图1-5　通山县凤梓华庭小区鸟瞰图

图1-6　通山县

富水旅游文化街

平面布置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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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历史文化环境意识

历史文化是先民生活中的精神沉淀，是居所必须拥有的精神内质。缺少一

定历史文化的建筑，也必定只是表现苍白的外壳，不见建筑文化的深度。使建

筑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质，正是建筑设计者所追求的梦想。要使建筑具有一定的

文化内涵，就少不了对建筑物所处的地理、历史、人文环境进行了解与分析，如

对当地民间故事的梳理，对传说的传承，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诠释等，均是试图从

中尽可能地汲取一些设计创新要素，在空间处理、符号寓意、造型形制等方面为

新建筑所用，以建筑为载体来承载历史文化。在此，笔者利用设计实践中的经

验就此做一个分析。

例如，在通山王明藩古建筑群规划设计实践中，首先对原古建群形成的历

史渊源、建筑组成、功能布局、生成期间的人文特质作了一些了解与分析。设计

思想上突破三个误区 ：拆旧建新的思想认识误区 ；舍弃地域传统文化，统一模

式套建的设计手法上的误区 ；一味强调房舍的现代化，忽视现实生活环境建设

的人文关怀上的误区。王明藩古建群总的规划思想是以芋园古宅为村落核心，

予以旧貌保留，新建民居融入传统设计元素呈自然散布的规划格局围绕在古宅

周围。在创建农村新貌的同时也传承弘扬了当地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持了文脉

的连续性，是新农村建设中一种具积极意义的规划思想。在王明藩古建筑群规

划中，这种规划思想以轴线的巧妙设计得以成功实现。再者要熟悉该古建筑在

形式上采用了什么样的“符号”，并对这些“符号”进行分析，从中汲取一些有价

值的文脉特征。图 1-7、图 1-8、图 1-9 是现状场景，图 1-10 是对环境分析研究 图1-7　王明藩

大夫第外景



图1-10　王明藩古

建筑群规划鸟瞰图

图1-8　王明藩大

夫第山墙式样景

图1-9　王明藩村

民生活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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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通山富水龙珠湾

休闲度假园规划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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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规划设计的场景，很明显，两者之间在风格上有许多相近特征，但又

不全相同。诸如山墙上作了相近和变化处理 ；在群体组合上，不是依照

原有古建的布局而进行变化的，而是用“大街”将每幢建筑连接起来呈

“线”形，并组合成三合院的形式，具有古建筑的空间意境。

对于建设场地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意识文化背景，也是提炼设计理

念的重要方面。诸如，当地重要的风俗习惯、典故、文化名人及传说等，

均是产生设计意识的重要途径。

在通山富水龙珠湾休闲度假园规划设计中（图 1-11），设计者利用

当地诗歌、牌坊、长廊、朱侍郎墓地、板桥古街、隐水洞、农耕古园等人文

生态景观元素，结合大环境下的社会历史文化来推敲设计，总结出主要

理念来源，较好地完成了该设计作品。

在梅州客天下广场建筑设计中，利用围屋的基本元素，加以创新以

达到现代与历史相呼应，在历史文化上得以传承，这是在特定的情景下

予以继承，而不是凭空臆造（图 1-12，图 1-13）。



图1-12　梅州客家围屋 图1-13　梅州客天下广场建筑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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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视经济环境的意识

经济环境，一是经济十分阔绰，建造建筑不用担心经济上的约束，

反映在设计上，则可能消耗掉大量的人工与材料，尽选上等好料，做工

精雕细刻，这样做出的建筑令人羡慕，这样的经济环境只有少数富裕的

甲方才可能营造。二是经济环境不富足，建设是为了改善其居住或办

公环境（或为其他），这样就处在既要经济、又要美观的两难之中，但在这

一矛盾体中，是可以达到双赢效应的。假设建造主受到经济限制，那么

给设计者的启示是在平面布局、材料筛选、施工方式等多方面要综合裁

定。如平面布局简洁，矩形采用较多，在经济上容易达到节省效果 ；选

取地方材料，既经济，又具有地方特色。这是在重视经济意识的指导下

赢得形式美的恰当有效的途径。三是经济环境意识影响设计者对建筑

结构形式的选择。合理的建筑结构形式应该相对经济美观，仅为表达

形式美而费工费料显然是不经济之举。如造价昂贵的悉尼歌剧院、中

国国家大剧院、中国新央视大楼以及中国 2008 年奥运主体育场鸟巢等，

这些建筑在设计之初并没有足够注重经济环境，过多关注造型效果，以

至于所费颇多。

黄陂一中体育馆（图 1-14）建筑的建设方是一所中学（高中），在经

济实力上是有限的，这就要求设计者应该考虑建造上和以后在运行中

的经济费用消耗，同时还要保证体育馆功能正常发挥作用。在设计中，

要考虑到结构形式不能复杂，节省材料，合理施工，另一方面，设计中还

要考虑到夏热冬冷天气时使用状况，尽量利用屋面之间的高差，合理组

织自然通风与采光。这种考虑为体育馆的使用节省了空调通风及照明



图1-14　黄陂一中体育

馆建筑方案鸟瞰图

91　大环境意识

用电，对一所中学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对于不同类型的建筑，经济意识会表现在构造选型、材料选择、施

工组织方式等多个方面，对设计者而言，应该熟悉与经济有关的建筑设

计环节中的每一项内容，这样，有利于把握你心目中的建筑或者他人心

目中的作品。

吴良镛先生曾评说 ：“当前有一种现象，已不能忽视，在城市建设上

重‘形象工程’，建筑设计上追求‘形式美’，不重视建筑功能，忽略技术

经济。建筑的科学技术，被用来为追求奇巧的形式服务，甚至到了荒诞

的地步。我这样说，绝不是轻视建筑艺术，而是非常担心‘谬种流传、贻

害青年’……国家大、人口多，还有多少事要做！建设要讲实效，要把

钱花在刀刃上，容不得胡来。”这段话，充分说明设计中树立经济环境意

识，对设计的目的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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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场地设计意识

场地设计是场地规划和建筑单体设计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一

块场地上的建筑与绿化构成的景观，与对场地的分析息息相关。它是对

地块大小与高低及人流、车流、货流等诸多要素在空间上的合理安排，

是衔接建筑与外部空间的重要环节，因此场地设计是营造良好建筑空

间环境的重要途径。在着手开发一个建设项目时，无论对开发者而言还

是对设计者而言，注重场地规划设计，十分必要。

场地设计意识不同于以上的大环境意识，它是对具体建筑的建造

位置所产生效果的一种预期反映。它反映在四个方面 ：一是拟建建筑

所在地的地面竖向高程变化，二是拟建建筑的主体朝向，三是场地内外

交通联系，四是内外部空间环境视觉效果。

2.1　场地地面高程变化

场地地面高程变化是设计者重要考虑的对象，经过对不同地形的

现场勘察分析，设计者会产生出不同的构思理念。若是平坦的地面，对

设计者来说，处理建筑空间比较单一，无需考虑去利用地形的高差，但

是对坡地或山地而言，设计者应该充分运用自然地势的变化，推敲群体

造型和空间效果的变化。

2.1.1　场地地面高低变化不大

在自然地形坡度不大的情形下，如通山县社会福利中心建筑设计

方案（图 2-1）所示，在考虑场地设计时，把握场地高程变化特征，依据

建筑物的使用性质不同，将办公楼置于临近道路的一块较为平坦的基

地上（图 2-2），这样有助于办公建筑与外部联系。而西侧山势逐渐抬升，

在设计时不能挖掘大量土方，要综合考虑，在决定设计高程上确定填挖

土方平衡，确定合理设计标高和合理坡度。该方案在地块设计上，确定

了三部分台地，既保证了道路的合理坡度，又保证了填挖土方的平衡，

基本上实现少挖土，就近回填，节省了 3.5 万立方米土方开挖量，折合人

民币 200 多万元的费用。该项目的设计与实施获得了环境与经济双赢

效益。

2.1.2　场地地面高低变化大

在自然地形坡度（如图 2-3）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恩施格调森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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