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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秩序之美 
山地建筑空间与形式精神初探 

弋  一譬r 

摘 要 从山地建筑空闻的形式出发，分析山地建筑的荚学特征。揭示了存在于理性秩序荚之 

中的非理性的反秩序之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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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地建筑的美学特征 

每当人们谈及美时，总是一味强调 和谐”“秩序”，认为和谐是美的唯一必要条件。基于 

清晰明了、秩序井然的理性思想。人们先人为主的为“美”贯以秩序美的原则，试图用一套既 

定原则去涵盖生括的方方面面，解释宇宙存在的一切事物。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到现代 

主义，理性秩序美一直占据着统治的地位，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具有正反两 

面性的矛盾统一体。正如没有天就没有她，没有非理性就无所谓理性一样，美之中除了具有 

理性的秩序美，必然也包含相对于理性秩序美的非理性的反秩序之美。建筑作为艺术一种 

形式，其美也必然是秩序与反秩序美的统一。 

明白了此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我们走进传统的山地居住区，面对那些密密麻 

麻，横七竖八，东侧西歪，斑剥落离的低矮房屋，曲折上下的条石街巷，纵横交错的遮蓬支 

杆，乱七八槽，新旧不一的生活器皿，在这种混乱、交错状态中，不是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视 

觉与心理压抑，而是产生一种莫名的美感、亲切感、愉悦感了。 

在这里，我们平时所感受的引为经典的空间秩序已被剥夺。我们津津乐道的空间等级 

关系也一再被打破、消解、甚至被颠倒、重叠。普里高津说“混乱也是一种秩序”，这里的“秩 

序”就是“反秩序”。正是由于它所表现出来的从空间到意识的空前矛盾性与复杂性 ，也就赋 

予了整个群体空间的模糊性、复杂性、反秩序性。于是对这一真实存在的和谐的“不和谐”， 

我们再也不能从原有对空间的认知框架中描述出它的形态特征，而必须放弃种种先人为 

主，回蓟空间形式所形成的本源中，我们不再以和谐为特征的秩序美做为评价或构成空间 

效果的唯一标准；不再认为 风格”的统一是构成建筑形式美的必要条件，不再以秩序解释 

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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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地建筑空间与形式的具体特征 

不同于现代都市中街道扮演着快速交通承受者的角色，传统的山地民居空间中的街道 

是作为生活与空问形式的发生器而存在的。脱离开街道研究建筑，尤如抽掉人的灵魂去研 

究人一样只会使人误^歧途。因街道容纳的生活方式的复杂性决定了空间与形式的复杂， 

表现出了对理性构图原剐的叛逆形式，即形式与空间的反秩序，这就是山地建筑空间与形式 

的具体特征可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围合街道空间的建筑界面复杂化 

空问和实体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建筑对于人类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外壳围成 

到外，功能至上的加法式建筑设计法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从外到内 

的雕塑设计法，不以一套既定形式美删来展开设计，因而其形式 田2主 屡礁 
也就根本无秩序可言，表现为整体上的自组织性 (在无外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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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白发形成有序结构的过程)、随意性、甚至混乱(图3)。 

2．2 空问模糊化 

一  

■ ●’ 

一
~4tlllm ) 

一 ■m  

圉4 空闻模糊化潭子行为方式的多样化 

人们为在有限面积内争取更多居住面积，以及适应重庆 

目 垂直界面的反秩 炎热潮湿的气候
，普遍将厨房以及起居空问延伸到街道外缘， 

斤性与量采性 而使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模糊化
。 这种空问模糊化创 

造了适应人的多种行为活动要求的多种相应领域——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问、半公共空同， 

公共空间(如图4)。同时，空问因适应地形而形成的错位、扭动、掉层也使上述空间不仅在水 

平面模糊化，在垂直面也产生模糊化。以上空问的变化根本不同于秩序原则指导下的理性 

空问组合形式，而表现为空间上的反秩序。显然，形成各种反秩序模糊空间的水平垂直界面 

也必是多义、反秩序、模糊的限定(图5、6)。 

2．3 尺度亲切化 

芦原义信提出。室外舒适亲 

密的距离大约为 2o一25m，室 

外界面高度为 20m左右，同时 

还提出 D／H<~1，WID≤1是形 

成东方街道热闹商业气氛的关 

键。(D道路宽度，日建筑高度， 

商业面宽)。其原因在于当 

D／日≤1时，即垂直视角为 45~ 

时，人们既可看清实体的细部， 
同时又能感受一种既内聚、安定 田5垂直界面模糊化限定一廊 目6 空闻棱糊化限定—蓬与走道 

又不致于压抑的感觉。他还认为“关于外部空问，实际走走看看就很清楚，每 2o一25m，或是 

有重复的节奏感，或是材质变化，或是地面高差有变化，那么即使在大空间里也可以打破其 

单调，有时会一下子生动起来⋯⋯”。 

对传统的山地城市街道的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山地街道宽度多在5—15 m之问，建 

筑高度也约为 5—15m之间(加上筑台、错层、吊脚等地形因素)，D／H<~1是明显的，同时因 

为地形复杂，建筑都顺街筑台而成，错、吊、梭等方式的采用使商业面宽也不可能太长， ， 

D≤1也是极易满足的。这种适宜于人的尺度刨造了一种浓郁的人文气氛，形成了表面反秩 

序形式下的一种潜在隐性秩序。它是使我们身处“乱”境，而处“乱”不惊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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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街道结构的隐性清晰性 

不同于现代平原城市道路系统横平竖直等级明显的清晰网状结构，山地城市街道因与 

自然地形相结合，在各种自然力的作用下，转折 

而呈现出一种难以把握的复杂结构，但经过仔细 

现其复杂表象之后结构脉络是清晰的，其街道的 

的，所谓臆性清晰性就是混乱中的有序性。具 

“竖街”垂直等高线，阶梯申平台；“横街”蜿蜒曲 

次的等高线延伸，一纵一横，一直一曲，共同形成 

络(图7)。其次，街道本身竖向标高不断变化，提 

的视知觉。特别是连绵起伏的形、色、质相近的 
一 了整个山地建筑群 (图8)，创造了山地建葫 

观。可以说这种隐性清晰的街道结构也是在混i 

人们产生美感、舒适感、愉悦感的因素之一。 

2．5 节点的明确化 

街道是人活动的运动流线，节点是街道的终 

线的转折点、连接点、停留点、节点，是活动集中 

方。而要形成节点，最重要的在于“停留”(视觉与 

有力的空间形式(如阴角空间)，显著形象(标志) 

获取明确节点的三种基本方式。观察山地街道弄 

现，在街道的拐角及转折处常结合地形形成多层： 

时在该平台空间内进行随意地不规则划分，留出 

小卖、修理杂物等功能，这些节点空间因身处要± 

生活的融人而总是显得生气勃勃，街道也因为有 

点存在而充满了人情昧(图 9)。 

2．6 尊重自然的街道与建筑形式 

街道形式的自然性反映在其线型随地形变 

曲折，高低起伏，采用变宽度的截面形式，反映在．  

上则是街道的开敞、封闭、皆源于自然景观的存：白 

的主观决定，故街道界面的开台具有很大的随意 

能用先验性的秩序原则去控制决定。在这里．自j 

切。 

同样，山地建筑的自然性表现在反秩序形式 

自然造成的反秩序源于山地高低起伏的地形。炎j 

气候．传统的技术条件．有限的人力物力等因素。因为建筑 田9 

随天然地形起伏变化，其轮廊线自然不受秩序的限制；建筑为遮阳通风而支蓬开洞也不受形 

式美秩序的影响，为获得一片难得的绿荫，建筑愿意为树而割裂变形，仍不受形式美秩序的 

约束⋯⋯ (图lol，以上种种由内向外功能至上的原则都来源于对自然的极大尊重，正是由 

于自然使山地建筑的形式表现为有根有据的混乱，也可以说是自然而不是人造就了山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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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混乱的反秩序形式特征。 

3 山地建筑空间与形式精神的多层次性 

山地建筑空间与形式的精神可简括为，反秩序性与深层 

结构的内在秩序性的共存，以及对人对自然的尊重，其在现 

代建筑中的应用可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3．1 街道的多层次性 

为适应人性与现代城市功能性的双重要求，山地现代城 

市应创建两套尺度的街道系统，一套尺度为宜人的山地城市 

传统步行街系统，主要包括围合街道的水平垂直界面的复杂 

化，街道结构，节点的明确化等内容的处理。它顺应 自然，形 圈10尊重自船的街道与建筑形式 

式上曲折无规，表现为一种由内向外的反秩序特征。另一套 

尺度为城市快速交通系统服务，它严格按照功能要求设计，形式上规整有序表现为一种由外 

向内的秩序特征。 

3．2 尺度 多层次化 

即通过建筑手法，在非人性尺度的街道或建筑上创立两套尺度标准，第一套尺度是传统 

的山地建筑尺度，满足D／H<~1的要求，能创造传统宜人的空间和形式，有利于人际交往，邻 

里关系、社会融洽，它是满足人性需要的尺度。第二套尺度属于现代建筑设计的尺度，一旦 

第一套尺度得以实现则建筑可以不受限{靠I的自由自在地指向天空，因其远离人们的视线及 

生活所及，故人们对其漠然处之，对人心理的影响可减至最小，它是满足功始性需要的尺 

度。两套尺度的创立，使传统与现实，人与技术真正具有了融台的可能。 

3 3 形式与设计方法的多层次化 

在第一套人性尺度的范围内，建筑形式根据人们的意愿及功能自由自在地被创造，反映 

山地建筑形式的反秩序性，它采用由内向外的加法式设计方法。而在第二套城市尺度的范 

围内，建筑形式根据形式美原则考虑与城市其它建筑形式与空间的呼应关系，反映山地建筑 

的隐性秩序性。它采用由外向内的雕塑设计方法。由此，秩序与反秩序在表象形式上获得继 

承。 

4 隐性秩序与显性秩序形式的共存 

西方混沌学认为“混沌是一种宏观上无序无律，微观上有序有律的状态，有序和无序并 

非是绝对分离韵两级，它们是同一系统的不同层次和倒面所呈现的不同状态，在宏观无序的 

背后可能潜藏着深严的秩序，而在微观有序的背后可能存在着真正的元规则的随机运动”。 

按照量变质变规律，也可理解为局部混乱发展到极至会发生质变，演化为一种整体意义上的 

有序，从这一层面上讲，混乱也是统一之源。 

东方的阴阳哲学也强调任何事物都是由阴阳二种元素逐步演变而来的，谓 “太极生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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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乾坤”就是说明阴阳的交迭，组台形成万事万物，阴阳两 

者既相互对应，又相互包容，经过一定的转化而达到和谐，它们不是刻板符号的排列而是生 

动、变化、矛盾对应的统一与和谐。隐性秩序与显性反秩序的共存正是阴阳思想在山地建筑 

空间与形式上的具体反映。 

山地建筑作为文化的载体，是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艺术等的集中反映， 

必然也会包含设计与建造者的哲学思想、阐述人们对宇宙、人生的把握与理解。现代山地城 

市建筑在空间，形式上具有明显的秩序与反秩序共存的特征，在深层结构中体现尊重人，尊 

重自然的思想，传统山地建筑的场所精神通过形式这一媒介得以传递和延续。中国阴阳哲 

学中尊重 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矛盾因素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思想在山地建筑中表现 

的尤为明显。阴阳必相互共存构成事物，则秩序与反秩序也必是镀此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 

的．山地建筑混乱无序的反秩序形式也必然蕴古着隐性有序的逻辑秩序 (如有序的街道结 

构，统一的建造思想，相似的建筑材料，相似的地形、气候⋯⋯)，正由于秩序与反秩序在哲学 

层面上的共存统一使山地建筑表现出一种耐人意味，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美。因而，我们 

最终任务就在于利用传统的混沌美创造现代的混沌美，结果就是历史与现代在秩序与反秩 

序之间，找到了契人的原点，融合终于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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