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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锋君的新书《寻求建筑的伦理话语》即将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希望我
写一篇序，向锋是我的博士生，也算是亦师亦友，为他新作写一篇序，似乎是我当仁
不让的责任。记得当年在博士论文开题时，向锋提出延续他硕士期间的方向进行
建筑伦理研究的设想。虽然和我的个人研究方向不完全一致，但我的观念是，不必
把学生的研究完全纳入自己的个人体系。加之我自己在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研
究中也深切感受到城市和建筑的社会属性，现在有人愿意投身这一研究，应该是令
人欣慰的事情。于是，我就鼓励他进行这一项研究。最终，通过国内外文献和实践
的调查和考察，深入的分析和思考，铸就了一篇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其后，向
锋一直延续着这个方向上的思考，并获得了多项基金资助。这本新书就是他在这
方面研究的阶段成果。

建筑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载体，伦理是人类社会秩序的保障。建筑的社会属性
决定了其与伦理的互动关系，建筑，应该有自己的伦理话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筑创作和建
筑市场欣欣向荣。然而，纵观当今中国的建筑界现实，确实让人感到些许困惑。有
些建筑成了表达少数领导人业绩的标签，有些建筑成了某些房地产商追求市场利
益的工具，更有些建筑成了某些建筑师表达个人意愿、突出个人偏执喜好的玩物。
建筑形式上，常常采用象形、隐喻、扭曲、悬挑，基本无视功能实用，全然不顾地方文
化，根本忽视地方气候条件和技术条件，对于造价的经济性和维持的可行性也不加
考虑。以至于中国大地成了一些无良洋人建筑师的试验场，不少国内建筑师也竞
相仿效，甚至少数大师级的人物也耐不住寂寞，放弃了自己多年积淀的风格特色，
去追求时尚炫目的建筑效果。近年来已建在建的所谓标志性建筑，或像蝴蝶翩翩，
鸟雀跹跹，或似荷叶田田，露珠莹莹，或如白石黑石，或仿高山流水。一时间让人分
不清何为建筑，何为雕塑，甚至于让人困惑：我们为什么建造建筑？为谁设计建筑？
建筑究竟是什么？本应该引领社会审美潮流的建筑师们，为了迎合领导、业主和民
众，把自身的审美情趣降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凡此种种，不禁令人扼腕叹息，进
而令人担心中国建筑的走向和前途，也让人深切感受到建筑伦理的重要和必须。
伦理层面的批判，应当成为一种有效的利器。

翻翻西方的城市发展史不难发现，西方国家在城市化建设时期，同样发生过一
些不道德的建设行为，同样因为伦理导向而产生激烈的思想冲撞。同时，自维特鲁
威开始，伦理主线贯穿于西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建筑的发端、发展、转变的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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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往往直接引发建筑理论的重大革新，这一点在现代建筑发展历程中得以清晰
体现。就中国而言，家国同构、伦理至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并直接作用
于建筑形制。当“五四”运动的思想先驱将伦理革命视为最终的革命时，无疑宣告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割裂。此后近百年间，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扬、中西文
化的冲突与交融，一直是几代有识之士的孜孜探求。以上种种，都表明伦理这一线
索，对认识建筑文化、梳理建筑理论脉络、规范建筑行为、推动建筑批评的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

《寻求建筑的伦理话语》一书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作者从现象观察入手，
将西方当代建筑伦理思潮与中国当代建筑领域的伦理失语并置考虑，引出一系列
的问题，沿着这些问题思考并尝试解答建筑伦理的具体议题。著作主体部分从本
体论、历时性、共时性和实践性的角度对西方建筑伦理理论进行了归纳，勾勒出西
方建筑伦理研究的全貌，并对具体的理论观点做出了批判。虽着眼西方理论发展，
但却重视侧击和应用的实效。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部理论性著述中，作者强调了
建筑伦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并对可能的实践策略———建筑伦理准则的制定
实施和建筑伦理教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作者在叙述中，不是机械地摘引归
并，而是清晰地体现出逻辑思考的递推，不仅寻求是什么，更追问何以可能，怎
么做。

向锋君是一个很勤奋的人。记得他２０００年从东南大学本科毕业，我推荐他保
研至华中科技大学，师从陈纲伦先生攻读硕士学位。２００３年他提前毕业回到东南
大学，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博士阶段的研究。后留东南大学任教，其间担任过我的助
手，担任过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指导委员会的秘书，去基层挂过职，现在建筑
学院开展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还担任行政职务。对于向锋来说，时间十分紧张，
如果不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工作时间，恐怕很难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应该
说，勤于思考和善于组织，是向锋的两大特点。希望他今后在学术和工作生活方面
取得更大的成就。

最后，愿我们的时代多一点伦理思考，少一些功利浮躁。愿我们的时代为我们
的子孙后代多留一些伦理天地，让他们能在其中自由驰骋。

仲德崑
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
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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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１　　　　　

０　

绪论

现代建筑理论中最独具的特征之一是它所关系到的道德方面①。
———彼得·柯林斯

现代意义上的伦理上统一的建筑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②。
———Ｔｏｍ　Ｓｐｅｃｔｏｒ

评论家首先应当正确地阐述与分析，避免道德说教③。
———曼弗雷多·塔夫里

０．１　现象观察一：当代西方建筑伦理思潮

建筑伦理研究是当代西方建筑理论界的热点课题之一。建筑历史学家阿尔贝
托·佩雷斯戈麦斯（Ａｌｂｅｒｔｏ　Ｐéｒｅｚ－Ｇóｍｅｚ）在《建筑·伦理·技术》一书的序言中设
问到：“为什么在千年的最后十年，设计专家们突然决定聚焦于伦理问题，并且对此
课题作出了大量的研究？”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当代建筑伦理研究的方向和意
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普遍的“善”的追求是建筑学科固有的基本内容，也是建筑学获得社会
合法性和公众认同的基础，面对库哈斯“建筑学将不会延续到２０５０年”的预言，建
筑伦理研究试图重新确证建筑学存在的基础（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ａｙ，２００５）⑤；其次，当技
术理性和科学逻辑实证主义无法解决当代诸多的社会、生态以及认识领域的冲突
时，伦理理性被再次提出并以此来检验建筑学的策略和方法（Ｂａｒｒｙ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９）⑥；第三，源于资本运作的空间生产模式和基于彰显经济地位的建筑形式主
义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建筑的伦理功能被重新提及（卡斯滕·哈里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彼得·柯林斯．《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英若聪，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７：３２
Ｔｏｍ　Ｓｐｅｃｔｏｒ．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Ａ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６０
［意］曼弗雷多·塔夫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郑时龄，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１：引

言部分ｐ１１
Ｌｏｕｉｓｅ　Ｐｅｌｌｅｔ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ｄｏｎ：ＭｃＧｉｌｌ－Ｑｕｅｅ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３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ａｙ．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Ｌｏｎｄｏｎ：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５
Ｂａｒｒｙ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Ｇｒｅｇｏｒｙ　Ｐａｌｅｒｍｏ．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ＥＹ＆ＳＯＮＳ　ＩＮＣ．，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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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①；最后，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建筑师在实践中的价值判断遭遇了前所未有
的困境，功利主义、道义论、契约论等伦理学理论开始介入对建筑师职业实践行为
的检验，并试图对困境的根源作出合理的解释（Ｔｏｍ　Ｓｐｅｃｔｏｒ，２００１）②。当代西方
建筑伦理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由哲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建筑学家等组成
的跨学科的研究团体，并活跃在近年建筑理论的讲坛上。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种对建筑伦理的关注与当代应用伦理学的复兴密切相
关。自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作为对技术化、全球化所带来诸多问题的应对，哲学
研究由原来的语言逻辑等形式问题转向有实际意义的伦理问题，“伦理越来越处于
哲学讨论的中心”③。同时，伦理学向诸多应用领域的发展方兴未艾，出现了伦理
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倾向。伦理学的应用研究为诸
多学科当代发展中所遇到的价值及道德判断提供了依据，出现了环境伦理、政治伦
理、经济伦理、艺术伦理、法律伦理、生命伦理、教育伦理等交叉应用伦理研究领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宣称“２１世纪是伦理学的世纪”④。作为对这一趋势的回
应，近十年来建筑伦理研究在西方建筑理论界取得了长足进展，并从其他相关的伦
理研究中得到了启发。

在设计实践上，这种探求的成果部分在２０００年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上得以集
中展现。这场跨世纪的展览因其时间的特殊性而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又因其内容
的特殊性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主题是：“城市，少一点美学，多一点伦理”，道出了
世纪之交建筑界对于建筑美学与建筑伦理关系的思考：“美”与“伦理”究竟是并置的，
还是相辅相成的？或者美是外加的，还是本质的？显然，这里的“伦理”含义是宽泛
的，它是建筑的本体内容，也是一种约束手段，更是一种思考方式和设计起点，它的目
的是“使‘美’来的自然、得体和真实”。当代的许多建筑理论家致力于“风格”、“流
派”、“手法”之争，以寻找建筑的发展方向；２０００年威尼斯双年展则表明了“建筑发展
的过程与未来系于社会与伦理的发展与变革”⑤。城市化的急剧蔓延、贫穷和歧视、
文化的传承与碰撞、环境污染与资源枯竭、新移民潮与难民所的增加给不同文化共同
体及不同国家带来种种变化，给当下的社会带来太多需要伦理探究的问题。

基于此，世界各国的建筑师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其中不乏偏激和理
想主义的方式。如年轻的墨西哥建筑师费尔南多·罗麦罗（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Ｒｏｍｅｒｏ）提

①

②

③
④
⑤

［美］卡斯滕·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其英文版本于１９９７
年面世

Ｔｏｍ　Ｓｐｅｃｔｏｒ．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Ａ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陈国跃．《关于“应用伦理学”若干问题研究综述》．资料通讯，２００１（５）：２４
同上
袁烽编译．《城市，少一点美学，多一点伦理———２０００年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综述》．时代建筑，２００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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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由于政治家成为了城市的“设计师”，政治与规划利益的矛盾、专业与非专业的对
抗紧张关系不仅危害了正常的设计伦理观，而且混淆了正常的审美观，他试图通过
转译城市的“正确”信息，建立“正确的”建筑观（图０－１ａ）；中国的张永和则想通过
“竹化城市”体现对于高密度城市的生态伦理关怀（图０－１ｂ）；美国的建筑师麦克
尔·贝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ｌｌ）的理念与早期现代主义者相似，他试图在精确统计、计算
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创造低造价住宅，以提供给低收入家庭（图０－１ｃ）；意大利
的费朗哥·皮里尼（Ｆｒａｎｃｏ　Ｐｕｒｉｎｉ）构想了一个网络时代的乌托邦，以巨大的纪念
建筑来体现城市的“伦理功能”，此处的伦理功能更接近于卡斯滕·哈里斯所提倡
的“精神特质”（图０－１ｄ）；ＭＶＲＤＶ事务所借助“罗马俱乐部”关于地球极限能力的
计算，以三维计算机城市模型定量研究城市的容量，提出建筑与城市规划的伦理观
是否正确可以通过其是否能够用来解决大规模的城市问题而加以评价（图０－１ｅ）；
法国的让·努维尔（Ｊｅａｎ　Ｎｏｕｖｅｌ）等人认为“伦理”的最大敌人就是“美学”和“政
治”，在嘲弄了“用南北对话的政治标准来看待‘新自由主义’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
计”的观点后，提出建筑师不能“将自己埋在‘美学隐藏的地方’”（图０－１ｆ）；西班牙
的阿尔伯特·堪博巴萨（Ａｌｂｅｒｔ　ＣａｍｐｏＢａｅｚｅ）把眼光投向了“创造未来的人”，认为
伦理的城镇叙述将依赖于建设它的人，“理性的梦想创造未来，伦理在建筑学中是
永久被建造和被具体化的过程……第三个千年城市的建设需要新的伦理，而这些
工作将由那些仍未受影响的建筑师或具有批判意识的青年人来完成”（图０－１ｇ）；
英国的安德拉·罗斯（Ａｎｄｒｅａ　Ｒｏｓｅ）以“社区艺术”的概念提出将“社会活动”转换
为“生活艺术”，体现对城市居民的人本关怀（图０－１ｈ）。

综观建筑伦理研究的背景和取向，我们可以看出，建筑界对于新千年的城市建
筑伦理探查主要体现在以下４个方面：（１）对于政治、美学在建筑中影响的反思，重
新审视建筑应有的伦理功能和建造过程中的伦理特性；（２）针对新世纪的生存特征
构想新的注重伦理精神的未来城市形态和建筑形态；（３）关心城市中的普通民众尤
其是弱势群体的居住状况和生活质量；（４）审视跨世纪建筑师在新的城市建设发展
中的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伦理维度是隐含并贯穿于现代建筑发展的
全过程的，并且往往成为理论突破的内在动因。这种发展的态势到当代迎来了一
个新的高峰。

如果不以时间而以思想特征为标准，现代建筑的发展经历了４次大的革命性
突破：

● 去神———理性主义。现代建筑的产生在客观上讲是工业化的成果，从伦理思
维上讲前期是欧洲知识分子社会工程思想的结果，后期则是商业化资本操作的结
果。相对于用“神义”作为制度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而言，理性主义成为第一次突
破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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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０－１　２０００年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部分作品

● 去魅———人本主义。伴随着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危机，建筑学开始注重研究
人自身的需求、感官、情感，重提人本关怀，力图打破国际式风格的垄断。地域主义
得到重视。

● 去物———语言哲学。对于本体的忽略，对于终极意义的放弃，使得一些哲学
家将重心转向语言信息的结构和传播。“古典哲学完整的虚假，现代哲学残缺的真
实。”①在符号与意义的游戏中，建筑学无疑开拓了前所未有的视域，但同时造成了
建筑与生活的脱节和目标的迷失。

● 去私———终极关怀。当代伦理学科的兴起促使人们再次思索建筑的本质与
终极关怀。建筑学首先是人学。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建筑与人

① 张志扬．《偶在论———现代哲学之一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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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归根结底体现为生活秩序中的人与人的关系。
现代建筑的产生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部分建筑师通过建筑改造社会的理

想。其内容是民主的、社会的、大众的、批量的、低造价的、现代材料的和现代构造
的。相对而言，美国的现代建筑缺乏明显的社会功能目的，而具有鲜明的市场目
的，因此比欧洲的现代建筑更具有商业气息，而缺乏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内容。当
时批评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如约翰·拉斯金等人希望以中世纪的和谐来作为未来建
筑的核心，其思想根源是法国的启蒙主义伦理关怀和社会学，他强调设计为大众服
务：“以往的美术都被贵族的利己主义所控制，其范围从来没有扩大过，从来不去使
群众得到快乐，去有利于他们。”①卡斯滕·哈里斯在他的《建筑的伦理功能》一书
中大量引用这一时期工艺美术运动代表人物拉斯金和莫里斯等的论述，以鼓吹他
所提倡的建筑本应具有的“伦理特质”。于是我们发现，无论是现代主义建筑运动
的先锋，还是反对者，他们的出发点大多围绕着普遍的伦理关怀展开，而非个人的
兴致旨趣，这一点与当今诸多的先锋派、试验派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思想上来看，传统艺术的目的是宗教性和道德性的训诫，１５世纪意大利文
艺复兴以来，艺术越来越强调自我的感受，也越来越多地表现真实的人，而不是理
性化的、神话的人。长期以来的建筑设计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美国评论家罗博
特·休斯说：穷人没有设计，现代主义建筑理念则是对长期以来垄断建筑为权贵的
精英主义的反动。现代主义先驱当中，有不少人期望能够改变服务的对象，也有不
少人希望利用设计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新型社会，或者通过设计来改良社会，如柯布
西耶。他们提出必须在城市改造和建设中引入社会主义的成分，建筑应该考虑如
何解决社会大众的住房问题，而不仅仅是建筑风格问题，城市规划设计也不能单纯
考虑国家的尊严、雄伟的建筑和宽阔的林荫道，还要考虑贫民阶层的社会矛盾。如
何通过设计来解决贫困阶层的具体问题，是设计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一个世纪
后的２０００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当代建筑师们明确提出了“城市，少一些美学，
多一些伦理”的口号，这和一个世纪前的建筑运动思想何其相似，也说明了伦理关
怀是建筑设计永恒的主题之一。

０．２　现象观察二：当代中国建筑领域的伦理失语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腾飞的步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建设
量是惊人的。在繁荣背后，各种矛盾不断凸显。一方面，巨大的建设成就极大地改
变了我们城市的面貌，也重新塑造着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由建设速度所掩盖的
破坏和诸多不协调，甚至是正在产生的新的落后、新的差异和新的对立，也日益成
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当代中国的建设不断遭受着来自伦理层面的质问和批评。

① 王受之．《世界现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２９－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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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０－２　某境外事务所设计的上海人民大厦。

具有典型的“商业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的创
作意图

（图０－２～图０－４）
李泽厚先生指出：人类文明史表明，社

会存在的“本体”（工具———社会本体）的改变
先在思想领域，继而在习俗、政治、法律各个
领域，必将引起连锁的变革。由于现代大工
业社会的来临，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方式
的巨大改变，中国传统的“宗教、政治、伦理
三合一”，亦即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相交
融的伦理格局，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从戊戌
到五四是第１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是第２

图０－３　故国家园的消逝。拍摄于同一角度
的北京城鸟瞰。（上图摄于１９１２）

次。建立在现代化的工具———社会本体之上
的、以个人为基础、以契约为原则的现代社会
性道德，对上述传统的“三合一”、“两交融”开
始形成巨大的威胁和破坏①。因之新旧道德
观念的冲突斗争，社会行为中的无序混乱，
内心世界的矛盾重重，思想理论的含糊杂
乱，形成了今日所谓“道德危机”、“信仰危
机”的症候群。其具体表征为：权大于法、利
重于义、德屈于情。

与我国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状况
相比，上述现象的共同根本在于一种信仰的
淡化或丧失，或者是一种统一意识形态的残

图０－４　厦门思明区的拆迁。大量的城市公
正问题由此而生或由此显现

破。显然，这类问题的解决已超越了法律的
职能，而需要寻求一种伦理化的解决方案作
为前导与辅佐。

在这样一种宏大叙事中的伦理失语状态
下，当代中国的建筑领域无可避免而且更加
突出地表现出了这一系列的时代症候。东南
大学朱光亚教授在南京大学作过以《海德格
尔之梦》为题的学术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
了中国当代建筑设计界所面临的８点现状：
（１）视觉作用前置；（２）模拟取代体验；（３）建
筑语言左右建筑师；（４）建筑师自身被解构；

①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０　 





绪论

７　　　　　

（５）时尚与包装成了商品；（６）权利、金钱、知识三维力场中建筑师的定位质疑；
（７）价值主体的复杂化；（８）建筑学科定位的质疑。① 朱先生洞察到中国建筑界所
面临的困境，其主要表现是当前国内建筑市场上出现的职业行为活动规范的严重
缺失，以及建筑学和建筑职业定向能力的模糊。

如果结合“现象观察一”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建筑界所面临的困惑与西方有着某
种意义上的“同步”，亦即，这些问题在建筑领域体现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性。事实
上，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深谙设计手法的建筑师本身而言颇有力不从心、无能为力之
感。另外，建筑学科自身也面临着“问题域”的枯竭②，也有学者提出，今天我们正经
历着一场“建筑的革命”③。总之，无论在职业实践上，还是在学科定向上，当下的中
国建筑界常常面临着许多的尴尬和困惑。面对日益复杂的城市和建筑问题，我们已
经习惯了技术的、经济的或政治的解决，是否该有伦理与道德的解决方式呢？

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先驱的社会主义伦理关怀理想，到２０００年威尼斯建筑双
年展对于当代建筑伦理问题的批判及反思，建筑的伦理话语在一个多世纪前后似
乎在诉说着相似的主题。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就建筑风格、建造技术而言，还是就
市场运作而言，现代性无疑仍居于主导地位。当代中国建筑领域的诸多问题涉及
多方面的因素，当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建筑还应补好现代主义这一课时，我们更多
关注的是技术和建造层面，而似乎忽略了现代建筑发生和发展的伦理特征。新世
纪西方建筑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审视，则为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

０．３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策略

那么，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现代以降的建筑伦理话语都经历了怎样
的语境转变？它又何以成为建筑理论长盛不衰的探讨话题？在作为名词／动词的
建筑背后，是否存在着伦理的原则？如果是的话，这种伦理原则在何种层面能够起
到何种作用？它是外在于建筑学科体系的评价尺度，还是内在于建筑学科的要素？
西方建筑伦理研究都有哪些方法和模式？除了建筑学的视域外，从伦理学角度又
如何来看待和分析建筑伦理问题？在市场化的背景下我们何以保证自己作为职业
者的规范行为？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伦理判断可能吗？……建筑伦理研究源自
现实问题的产生，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成为本文研究的起点。

虽然当代西方建筑伦理思潮极大地推动了建筑伦理研究的进展，虽然建筑伦
理议题在建筑理论传统中隐现为某种线索，但总体上看，这个研究领域尚处于起步
阶段。由“建筑伦理”一词可见，该领域至少包含了建筑学以及伦理学的相关内容，

①
②
③

源自朱光亚教授２００１年３月在南京大学所作的演讲
栗德祥，周榕．《建筑学的千年涅槃———建筑的学科困境与自我拯救》．建筑学报，２００１（４）：４－６
郑光复．《建筑的革命》．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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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无论是建筑学还是伦理学，都还涉及其他诸多的相关学科，如哲学、社会
学、政治学等。由此，建筑伦理研究必然展现为一种多元化、跨学科的研究和发展
态势。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当代建筑伦理研究发端以前（详见本书第３章第１节对此
的归纳），建筑学理论著述中就已经使用本学科的视角开始建筑伦理议题的讨论，

这种探讨散见于不同的理论著作中，如斯科特（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Ｓｃｏｔｔ）关于建筑学中“伦
理谬误”的批判，吉迪翁（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Ｇｉｄｅｄｉｏｎ）关于“建筑学中的道德要求”的讨论，

以及沃特金（Ｄａｖｉｄ　Ｗａｔｋｉｎ）对于建筑学中道德普遍主义的剖析等。此外，从历史
的角度看，无论是现代主义的发端，还是后现代的反叛，其中都包含着伦理层面的
指向和自我证明。虽然建筑学的理论著述中有着丰富的伦理层面的探讨，但问题
在于：这种自发的模式（后来被巴里·沃森曼Ｂａｒｒｙ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等人统称为“建筑
的伦理主张”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仅限于从建筑论建筑，建
筑伦理往往作为研究建筑形式、风格的工具出现，因此并未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

也就无从进一步探讨“建筑伦理”的本体内涵和研究模式。

上世纪７０年代，伦理学的复兴、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
学对住居议题的探讨为建筑伦理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背景，建筑伦理研究领域开
始在多元学科背景下得以成型。至世纪之交，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这种多角
度的发展一方面极大拓展了建筑伦理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另一方面则产生了这一研
究领域纷繁芜杂的态势，这又带来了新的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一则在“建筑伦理”一
词的多元化使用中，其所指代的具体含义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亦即建筑伦理的本
体问题仍然是含混的；二则延续着前一条的问题，在研究方向和思考策略上，建筑伦
理理论也缺乏系统的归纳和反思，这为不同研究方向上的对话设置了障碍；三则综上
两点，使得国内建筑伦理研究在解读和借鉴国外相关理论上往往存在着困难或误读。

国内的建筑伦理研究起步于上世纪９０年代。沈福煦先生在《宗教·伦理·建筑
艺术》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建筑伦理研究的概念，后又在《建构建筑伦理学》一文中阐述
了建筑伦理研究的思路。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建筑伦理问题的研究大体可分为３个
方面 ：一是职业伦理学的范畴，主要是强调职业道德规范，呼吁建筑师和规划师的职
业道德建设；二是诸多学者运用伦理的视角来阐释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特征；三是部
分学者对建筑伦理理论体系研究的初涉。这３方面的问题分别在于：对职业道德的
探讨主要体现为一种呼吁，即关注于“应当如何”，而不做“何以可能”的思辨；对中国
传统建筑的伦理分析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解释或解读，而避开了近代传统伦理观断
裂的现实①，因而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当下应该如何的问题；对建筑伦理理论体系的

① 中国近代的价值观念变革由外因被动主导，具有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所不曾具有的激烈方式。当新文
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喊出“伦理之觉悟，乃吾人觉悟之最后觉悟”时，预示着旧有的伦理观将在中国近现代
激烈的思想变革中遭到最为激进的清算。参见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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