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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n reuse of existing buildings in the west.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researches on reuse in both architecture and conservation fields. There are typological, 
technical and 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and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ior design in the architectural field, 
while there are adaptive reuse, sustainable reuse and co-evolutional approaches to the reuse in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field.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teaching on architectural reuse, including the reuse courses under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and conservation teaching 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Milan, and the master programs on 
adaptive reuse in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and Hasselt University, also the EU project on reuse of modernist 
buildings and the master program in Continuity in Architecture in Manchester University and Historical and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in New York University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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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西方关于建筑再利用的理论研究和教学概况，以期为国内更好地理解建筑再利用问题以及将来

开展相关研究、教学和项目实践提供些许参考。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建筑再利用的理论研究，从建筑学领域和遗

产保护领域这两个方面分开阐述，建筑学领域关于建筑再利用的理论研究主要分为类型学、技术派、建筑策略和

室内设计等方向，遗产保护领域关于建筑再利用的专门讨论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主要包括适应性再利用、可持续

再利用和共同演变式再利用等方向。第二部分介绍了建筑再利用的教学情况，首先以米兰理工大学为例介绍了建

筑学科下关于建筑再利用的专业课程教学，接着以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和比利时哈瑟尔特大学等高校为代表介绍

了关于建筑适应性再利用的专业硕士培训项目，最后介绍了欧盟关于现代主义建筑再利用以及其他高校关于建筑

再利用的硕士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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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再利用背景回顾

在人类历史上，建筑再利用自古有之，如：

文艺复兴时期，大量文物古迹被改造赋予新功能；

法国大革命期间，大量的宗教建筑被改造赋予工

业或军事功能……当然，这些对旧建筑的再利用

是在保证结构安全的前提下基于当时社会的实际

需求而展开的，主要是从功能和经济方面考虑，

谈不上遗产保护的考虑。

欧洲学者对历史建筑再利用的理论思考始于

19 世纪中叶，以法国建筑师欧仁·艾马纽埃尔·维

奥莱 - 勒 - 迪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

1814—1879）为代表，他提出：“保存建筑的最

好办法是为它找到一个功能，然后通过修复以满

足新功能所需要的所有条件”[1]。维奥莱 - 勒 -

迪克的观点受到英国遗产保护专家约翰 . 拉斯金

（John Ruskin，1819—1900）和威廉 .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古

代那些伟大美好的建筑是不可能被修复的，就像

人不可能起死回生一样” [2]。20 世纪早期，奥地

利学者阿洛伊斯·里格尔（Aloïs Riegl，1858—

1905）认为存在这两派对立观点的缘由需归咎于

各自对文物古迹的价值认识不同，里格尔提出了

一套关于文物古迹的价值评估体系，他把文物古

迹的价值分为纪念价值（年代价值、历史价值和

有意识的纪念价值）与当今价值（包括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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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价值和新价值）。[3] 里格尔将使用价值

纳入评估系统，一定程度上说明他认为历

史建筑的再利用是现代保护的内在组成部

分之一。

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建造了大量的

现代新建筑，大量传统建筑被拆除，在此

大背景下，社会开始关注不同类型的旧建

筑保护问题。自 20 世纪后半叶，历史建

筑的保护和更新改造成了欧美建筑师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 1970 年代，建

筑再利用成为许多建筑和保护国际会议的

重要议题。1972 年，《建筑评论》有一期

专刊专门讨论旧建筑的新利用问题 [4]，列

举了不同国家的相关实践性案例，后来在

此基础上，《旧建筑的新利用》（New uses 

for old buildings）[5] 一书于 1975 年得以出

版，该书在《建筑评论》专刊基础上加进

了 70 余处再利用方面的案例。1977 年，

两次关于旧建筑新功能主题的论坛在英国

格拉斯格和美国华盛顿两地召开 [6]，后来

都有相关书籍出版。[7]

自 1970 年代末，不同学者开始对历

史建筑再利用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不同高

校也开始尝试在建筑学科下开设关于建筑

再利用的相关专业课程。在研究、教学和

实践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不少与再利用相

类似的专用名词，如重塑（Remodelling）、

改 装（Retrofitting）、 适 应（Adaptation）、

转型（Transformation）、转换（Conversion）、

整修（rehabilitation）、翻新（refurbishment）、

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可持续

性再利用（Sustainable Reuse）、共同演变

式再利用（Co-evolutionary Reuse）等，这

些专用名词为建筑和遗产保护领域所用，

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不同学者的观点。基于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教学和项目实践，近

几年有学者提出建筑再利用已经逐渐发展

成为一门专业，并开始尝试再利用专业方

向的硕士培养。

要更好地理解西方建筑再利用的历史

发展过程，结合其建筑教育历史发展来看

则能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在更大的社会

时代背景中更全面地看待建筑再利用问

题。西方建筑教育历史一直以来的目标是

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理想建筑师，不同时

代对理想建筑师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比如，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初，要求建筑师

能够对文物古迹进行研究分析并能开展建

筑遗产修缮工程，这也是意大利著名建筑

教育家和建筑遗产保护家卡米洛·博伊托

（Camillo Boito，1836—1914）认为那个时

代建筑师与工程师的差别所在 [8] ；自 19

世纪末开始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则引发了

后来建筑教育的巨大改革，其时的建筑教

育开始注重培养有创造力的建筑师，建筑

师们旨在通过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建筑

设计方案建造举世瞩目的杰作并能够从现

有环境中脱颖而出，这些均在当时的建筑

教育中得以呈现 [9] ；到了 1960 年代，社

会对合理性的追求，使得建筑教育关注理

性思维发展，并为空间设计和设计方法实

施界定了科学定义的质量标准；而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建筑的社会和文化层

面成为影响建筑思维的主导价值，建筑教

育开始考虑不同环境和文化语境中的建筑

质量概念，人文情怀开始影响建筑教育，

使得不同文化的差异得到尊重并从而促进

了批判性思维；进入 1990 年代，原本面

向文化的建筑逐渐转变为面向个体的建

筑，这种态度转变使得建筑教育面临更多

选择，开始注重通过教育建立每个学生的

个性建筑语言。[10]

发展到今天，建筑教育的课程设置一

直在不断演变，但其目标一直未变，即是

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理想建筑师。自 1970

年代开始，欧洲地区新建建筑活动大幅度

减少，建筑师队伍却日益庞大，面对日益

收缩的新建筑市场，建筑师就业需要寻找

新的出路，大量现存旧建筑的改造再利用

和遗产类建筑的保护工程无疑为建筑师提

供了新的就业途径。在此背景下，旧建筑

再利用问题开始被作为专题研究，建筑遗

产保护开始专业硕士教学都是对社会时代

大需求的一种回应。

当今欧洲关于建筑遗产保护教育主要

有两种方式：一种以比利时和北欧国家为

代表，开设高级保护专业硕士培训以讲授

包括建筑历史文献分析、现状测绘、精密

的结构和材料分析、保护理论、保护法律

和管理制度下的决策制定等方面的课程，

旨在帮助有经验的工程师、建筑师、策划

师等具备历史建筑保护的专业知识；另一

种是以意大利为代表，将建筑遗产保护的

相关课程从一开始就纳入到建筑学、城市

设计、建造工程、景观设计等学科的课程

设置中，使得学生从一开始就有机会面对

遗产保护命题。[11] 这两种方式的建筑遗产

保护教学与建筑教育时有交叉，但各自均

有其侧重点和特定目标。

如今，在有着高人口比例建筑师的欧

洲国家，解决建筑师就业问题 [12] 已经成

为当今建筑教育界的一个关注热点，而建

筑遗产再利用和保护工程无疑能够提供更

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日益成熟的建筑遗

产保护教学也能够帮助建筑师更全面地去

理解建筑再利用问题，这些均促进了欧美

各高校建筑学院和建筑遗产保护专业在其

教学中对建筑再利用研究和教学的思考和

重新定位。

二、理论研究：两个领域

关于再利用的问题，在城市更新、工

程学、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学领域都有讨论。

在建筑领域，自 1970 年代至今的再

利用理论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

向：（1）类型学——分不同类型建筑讨论

再利用；（2）技术派——将旧建筑再利用

作为一个技术问题来看；（3）建筑策略——

关注重要旧建筑实现新功能转换的过程和

设计策略；（4）室内设计——注重从室内

设计角度出发探讨再利用。

在遗产保护领域，虽然自维奥莱 - 勒 -

迪克开始就有讨论，但之后由于建筑遗

产保护界的长期讨论焦点是保护和修复

之间的取舍，对于建筑遗产再利用问题

并没有如建筑领域发展出几个研究方向，

直到近几年才有学者专门从遗产保护角

度开始对建筑遗产再利用问题进行理论

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适应性再利用、

可持续性再利用和共同演变式再利用这

几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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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学领域

建筑学领域关于再利用理论研究的几

个方向各有优缺，类型学主要是从原有功

能出发，但再利用过程中未必能完全跟着

原有功能分类来操作，如有些工业建筑可

以改为民用建筑，因此类型学如何分类是

一直在变化的，如下文介绍的现代主义建

筑再利用硕士培养课程，就是基于此类建

筑在再利用过程中与传统建筑遗产面临的

问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派和早期的

室内设计派往往则是将旧建筑作为一个外

壳或者容器来进行改造，往往会导致在欧

洲各地盛行的立面主义（Facadism）[13] 而

广受建筑遗产保护学者的诟病，近几年的

室内设计派则开始注重旧建筑的“软价值”

和保存其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并考虑如何进

行对应的改造设计；建筑策略方向则往往

更注重设计理念在旧建筑改造设计中的应

用和拓展，往往是建筑师们的实验项目

所在。

在实际的建筑再利用项目操作中，往

往同时涉及原始功能定位、技术问题、再

利用的社会影响和长期效应等方面，因此

需要基于类型、技术、建筑、室内和社会

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策划和评估，这几

个方向的理论研究是不同学者从其中某一

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而总结的理论思考，但

在实际操作中问题都是综合性的。

1.1 类型学方向

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最早关于

类型学的学术专著是于 1975 年由罗马尼

亚建筑师谢尔本·康萨库斯诺（Sherban 

Cantacuzino，1928-2018）编撰出版的《旧

建筑的新利用》，该书后来于 1989 年修订

出版，书名更改为《重新架构：旧建筑 / 

新利用》（Re-architecture ：Old Buildings/

new Uses），在原有基础上加进了更多的案

例研究 [14] ；作者在 1980 年还出版了《保

护旧建筑》（Saving Old Buildings）一书 [15]。

康萨库斯诺将旧建筑分为六大类，每

类下面又有若干小类（表 1）在一定程度

上呈现了建筑遗产种类的分类。后来其他

学者则在此分类下对某些类型的旧建筑再

利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比尔·普列佛

（Bie Plevoets）和科恩拉德·范·克雷姆普

勒（Koenraad Van Cleempoel）对购物商场

再利用的研究 [16]，卡罗利娜·迪·比亚

斯（Carolina Di Biase）和托马斯·高曼士

（Thomas Coomans）等学者对宗教建筑遗

产再利用的研究 [17][18][19] 以及众多学者对工

业类建筑的再利用研究等。

此外，也有学者，如：阿尔弗雷德·菲

舍尔（Alfred Fischer）和肯尼斯·鲍威尔

（Kenneth Powell），则是按当代使用功能对

旧建筑进行分类，分为住宅、文化（博物

馆和展览馆，图书馆，剧院）、教育、零售、

办公楼、休闲、医卫、宗教、军事及混合

功能等不同类型 [20][21]。相对于前一种分类，

此种分类则是强调建筑的现当代可能功能

和干预措施，而不太重视建筑物历史方面。

1.2 技术派方向

有学者将建筑再利用看作是一个技术

问题，出版专业手册以专门介绍如何改造

旧建筑以满足新功能，其中，以大卫·海

菲尔德（David Highfield）为代表，他于

1987 年出版了小册子《旧建筑的更新和

再 利 用 》（Rehabilitation and Re-use of Old 

Buildings），该书第一部分将旧建筑分为民用

建筑和非民用建筑进行讨论，阐述了旧建

筑更新相对于新建筑的优势，第二部分则

就旧建筑的防火、热性能、声学性能、防

湿性、冷凝性和防止木材腐朽等方面提出

了应对措施，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解析。[22] 

此后该书被重新修订了几次，涉及的技术

问题也有所增加，主要提及的关于旧建筑

再利用的技术问题包括：承重结构（框

架——木结构 / 钢结构、楼层、墙体、屋顶、

加固基础），建筑围护结构（内表面、新楼层、

立面、可及性），舒适性、安全性和节能型（耐

火性、热性能、声学性能、防潮防湿、室

内空气质量）等方面。[23][24] 此外，詹姆斯·道

格拉斯（James Douglas）在其书《建筑物适

应性》（Building Adaptation）中也就旧建筑

再利用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展开了讨论 [25]。

这两位学者都有关注旧建筑的保护问

题，但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将建筑作为一个

外壳或者容器来看，对建筑遗产和保护方

面的关注非常有限。除了这两位学者，也

有其他学者提出旧建筑再利用需要综合不

同学科的专业知识才能得以解决，如建筑、

规划、保护和工程等不同学科。[7]

1.3 建筑策略方向

关注建筑策略方向的学者重在强调

旧建筑实现新功能转换过程的设计策略。

早期的代表有菲利普·罗伯特（Philippe 

Robert），他提出了因再利用而产生的七个

转换设计概念，包括：内部建造（Building 

within）、上方建造（Building over）、周边

建造（Building around）、沿线建造（Building 

alongside）、残余材料的回收利用（Recycling 

materials of vestiges）、新功能的适应性

（adaptation to a new function）、建造成某

种风格样式（Building in the style of），并从

七个方面列举了从古代到后现代不同时期

的案例实践。[26]

在此基础上，不同学者对不同设计策

略进行了界定，如格雷姆·布鲁克（Graeme 

Brooker）和莎莉·斯通（Sally Stone）界定

了干预式（Intervention）、嵌入式（Insertion）

和设施安装式（Installation）的设计策略。[27] 

约翰尼斯·克莱默（Johannes Cramer）和

	 康萨库斯诺的旧建筑分类	 表 1

大类 小类

工业类建筑 工厂、仓库、谷仓、粮仓、磨坊、酿酒厂、麦芽作坊、采矿场、火车站

宗教类建筑 教堂和小礼拜堂、修道院、女修道院、长老会

（半）公共建筑 市政厅、博物馆、学校、医院、天文台、法院、办公大楼、图书馆、剧院、旅馆、邮局

住宅建筑 城堡、乡村房屋、农民住宅、城镇房屋

军事建筑 堡垒、兵营、城门

商业建筑 工艺车间、百货商店、交易所、银行、市场、品牌专卖店、通道走廊

  （来源：根据以下文章的相关内容翻译整理而成：Bie Plevoets，Koenraad van Cleempoel. Adaptive Reuse as a 
Strategy towards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a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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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贝瑞特林（Stefan Breitling）提

出了建筑表达和设计策略，他们认为建

筑表达需要表达干预措施的美学性，设

计策略则主要指物理性干预和对建筑所

作的改动部分，他们界定了现代化式

（Modernization）、 适 应 式（Adaptation）、

替 换 式（Replacement） 和 矫 正 维 修 式

（Corrective maintenance）的设计策略。[28]

弗兰克·彼得·杰格（Frank Peter Jäger）

则界定了添加式（Addition）、转型式

（Transformation）和转换式（Conversion）

的设计策略，并编写了关于现存建筑的新

旧设计手册。[29]

1.4 室内设计方向

这个方向源自于二战后对某些重要文

物古迹类建筑改造成博物馆的做法，从

1970 年代末就有讨论，只是当时更多被称

为博物馆学式的再利用改造。近 10 余年，

经过不同学者的研究和实践逐渐成为再利

用理论的一个方向，其代表有格雷姆·布

鲁克、黄莉莉安（Liliane Wong）、莎莉·斯

通等，他们均认为旧建筑再利用最重要和

最有意义的因素是原始建筑及其携带的

“软价值”（历史、社会、文化、美学、精

神和宗教等价值），着重从室内设计策略

角度强调物理干预的不同措施，其中，布

鲁克注重室内空间的重塑（Remodelling）[30]，

黄莉莉安则强调通过再利用以延续旧建筑

的生命 [31]，而莎莉·斯通则重视旧建筑所

承载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价值，强调通过

再利用对旧建筑所承载的文化记忆进行保

留和传承 [32]。

2. 遗产保护领域

相对于建筑领域，遗产保护领域面

临的问题往往更为复杂，因此更需要综

合性的思考和定位，建筑遗产再利用改

造设计中，往往需要提前考虑再利用设

计改造可能会带来后期持续的微环境（温

湿度、光照、通风等）变化，而这些变

化有时候对遗产本体保护是致命的，因

此对于遗产类建筑的再利用改造设计，

必须从解决单一问题的改造设计发展成

为能够实现遗产的综合保护、可持续性

保护以及随自然、社会环境变化而共同

演变式保护的综合设计。基于此，遗产

保护领域几位学者提出的适应性再利用、

持续性再利用以及共同演变式再利用可

能显得更全面一些。

2.1 适应性再利用

1995 年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对适应性再利用的概念进行了深入

讨论，指出技术、时尚和资金是促进适应

性再利用的三大主要原因。布兰德所提的

适应性再利用概念主要针对现存建筑的，

并不是专门针对遗产类建筑的。[33] 适应性

再利用后来经常被室内建筑师、建筑师、

工程师和城市设计师所用，直到近 10 余

年，才有学者将其用于遗产保护领域，其

中，以比耶·普莱沃茨（Bie Plevoets）和

科恩拉德·范·克雷姆普勒（Koenraad 

Van Cleempoel）为代表，他们提出历史建

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应兼顾建筑学和遗产保

护学两者特点和优势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

科（图 1），在其主导下，比利时哈瑟尔特

大学的建筑与艺术学院开设有此专业方向

的硕士培养课。

也有学者提出建筑遗产的适应性再利

用在城市更新和保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通过延长对遗产建筑物的使用、回收利用

材料而减少成本、创造空间等方式，可以

保留历史城市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并延

续日常的生活方式。[34] 还有学者认为布兰

德所指出的对现存建筑进行适应性再利用

的三大原因对于当代建筑遗产的适应性再

利用的相关决策制定也至关重要，建筑遗

产保护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其遗产价值，在

建筑遗产适应性再利用实践中，关键是要

在不损害其遗产价值的前提下对建筑遗产

进行技术升级。[35]

2.2 可持续再利用

如今有很多学者开始提倡建筑遗产的

适应性再利用，但卡罗利娜·迪·比亚斯

（Carolina Di Biase）认为这一类实践更多只

是将建筑遗产作为一个空外壳，认为其空

间布局和内部设施是可以随意重新进行设

计安排的，这些做法有时候会取得完全相

反的效果，如导致立面主义等，或者说很

多时候所谓的适应性再利用只是存在于保

护和拆除之间的一个消极平衡做法，而这

些都无疑与建筑遗产保护要求相违背。

基于此，比亚斯认为可持续性再利用

比适应性利用更适用于建筑遗产保护领

域，因为建筑遗产在面临再利用问题时，

一方面需要考虑新功能与原始结构、空间

和价值相融合；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当今

的社会需求，因为建筑遗产必须要为社会

Architecture建筑

Conservation保护

Architecture  建筑

=neo-gothic  =新哥特

Conservation 保护

      Architecture  建筑

= modern architecture =现代建筑
Conservation保护

Architecture             建筑

=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当代建筑

adaptive	reuse
适应性再利用

Conservation保护

1960s

Nineteenth century 19世纪

Twentieth century 20世纪

图1：建筑学、保护学与适应性再利用关系和历史演变图

（来源：Bie Plevoets, Koenraad van Cleempoel. Adaptive Reuse of the Built Heritage: Concepts and Cases of an 
Emerging Discipline. London: Routledge, 201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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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0 年代开始，部分高校的建筑

学科开始开设现存建筑再利用专业方向的

硕士培训课程，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建

筑的延续性”专业硕士；自 21 世纪开始，

部分高校的建筑学院、设计学院或艺术学

院也开始开设适应性再利用的专业硕士。

可以说，不同国家关于建筑再利用的

专业课程或者专业硕士培训项目均为结合

本国建筑教育传统和特长、所处城市的历

史保护需求以及主导学者的专业背景等诸

多方面因素而各有特色，如：意大利米兰

理工大学由于其将保护学纳入建筑学教学

的传统和建筑教育自身的优势，其开展的

建筑再利用专业课程兼顾了建筑和保护领

域的特长；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开设的关

于适应性再利用专业硕士延续了其在艺术

设计方面的专长，比利时哈瑟尔特大学开

设的适应性再利用专业硕士则由于其主导

学者的背景兼顾建筑设计和建筑保护使得

其教学中融合了这两块的优势；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关于“建筑的延续性”专业硕士

则是充分结合建筑学院的教学优势和所在

城市曼彻斯特的大量建筑遗产改造需求而

应运而生；欧盟关于现代主义建筑再利用

的硕士培养项目则是旨在应对欧洲各国在

现代主义建筑保护和再利用方面面临的挑

战和问题建立一套适用于欧洲地区的现代

主义建筑再利用教育框架。

1. 建筑再利用专业课程——以意大利米

兰理工大学为例

在建筑学教学中纳入建筑遗产保护课

程是意大利建筑学院的传统，米兰理工大

学自 1863 年成立以来，在其建筑学院一

直开设有建筑保护课程。关于建筑再利用

的课程教学，则要从其二战之后开设的博

物馆学相关课程谈起。二战后，在处理单

栋重要遗产类建筑层面上，现代建筑的语

言和系统改变了旧建筑的内部布局，在新

的博物馆空间组织中，现代性的影响也体

现在从藏品中选出最重要的艺术品进行展

示以突出其独特个性。意大利建筑师为了

应对二战后博物馆设施复兴所带来的挑

服务，其理想的新功能必须像建筑遗产本

身一样独特。比亚斯以宗教类建筑遗产为

例探讨了如何立足于当下社会进行可持续

性再利用的问题。[36]

此外，还有不同学者探讨了不同类型

建筑遗产的可持续再利用问题，如安东尼

达·圭达（Antonella Guida）等学者探讨

了现代主义建筑遗产的可持续性再利用问 

题 [37]，还有学者对公共遗产建筑的可持续

性再利用问题进行了探讨 [38]，这些学者都

更侧重于从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角度考

虑问题。

2.3 共同演变式再利用

近年斯特法诺·戴拉·托雷（Stefano 

Della Torre）在适应性再利用和可持续性再

利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建筑遗产再

利用的共同演变式策略。在他看来遗产保

护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单独事件或一个单独

项目，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保护必

须通过长期战略才能得以实现。[39] 他借用

了生物学中的适应性和共同演变概念，提

出在适应性过程中，事物不会对环境造成

影响，而在共同演变过程中，除了事物本

身产生变化，环境也会受到事物存在的影

响随之一起改变。他认为随着世界循环经

济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体系的建成以及遗

产保护概念的重新界定，建筑遗产再利用

的整个决策过程会变得更加复杂，不再是

仅仅取决于再利用和重建之间的投资对

比，而是应该从长远角度来看并在整个再

利用进程中考虑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

再利用的设计师无法控制未来将要发生的

事情及其演变过程，但共同演变式再利用

的思路无疑能为他们提供参考，使得他们

有责任控制在未来共同演变进程中再利用

项目设计和管理的灵活程度。他强调共同

演变式再利用的目标是尊重场所精神，通

过调研丰富其方法和阐述，从而提升场所

的复合性和多样性。[40]

三、教学设置：两种形式

现今欧美很多高校的建筑学和遗产保护

学里都开设有关于建筑再利用的专业课程。

以 2020 年建筑学科全球排名前十的

高校为例，其中 8 所高校的建筑学院都

设有专业课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

建筑学院在其建筑设计课程中就有专门一

个主题关于“建筑重新定位：高性能适应

性再利用墙体的设计和建造”[41]，荷兰代

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与建成环境学院针对

建成环境专业的本科生开设有课程“管理

建筑适应性：可持续的方法”[42]，哈佛大

学设计研究生院于 2020 年春季开设有“保

护和适应性再利用课程”等。各高校关于

建筑再利用专业课程的侧重点也各有不

同，如：麻省理工学院是基于应对气候变

化影响和纽约市采用《纽约市节能法》中

严格规定对纽约现存建筑进行改造而开

设，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则是基于循环经济

学和可持续性这两个关键词而开展，哈佛

大学则是从遗产保护角度介绍了建筑遗产

适应性再利用案例。

此外，在很多高校遗产保护学科中也

设有建筑遗产再利用的专业课程，如：美

国俄勒冈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历史保护硕

士的重点领域课程有适应性再利用设计和

适应性再利用导则这两门课，荷兰鹿特丹

伊拉斯姆斯大学住房和城市发展研究所的

“城市遗产战略”专业硕士 [43] 开设有适应

性再利用的专业课程，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为期两年半的城市规划和遗产保护硕士培

训项目在第二学年开设有“诊断和适应性

（Diagnosis and Adaptation）”课程等。

建筑学科开设再利用相关的课程最早

始于 1970 年代末（如意大利米兰理工大

学），早期建筑学科下的再利用课程主要

偏向于对旧建筑的内部改造设计而并没有

太多从建筑遗产保护角度出发。早期遗产

保护学中很少有专门涉及建筑遗产再利用

的课程，后来随着对遗产保护概念的重新

界定、遗产范畴的不断扩大以及气候变化、

社会经济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在很多

遗产保护学专业中也开始开设关于建筑遗

产再利用的专题讨论教学和研究，如：比

利时鲁汶大学雷蒙·勒麦尔国际保护中心

近几年有专门讨论宗教建筑遗产再利用的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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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往往给旧建筑赋予“新”生命，从而使得“新

旧关系”不再仅仅是建筑保护界面临的问题。

米兰理工大学从战后至今一直开设有关于

博物馆学的相关课程，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

拓展出了“室内设计”课程和专业方向。如：

1977—1978 学年，开设有“建筑遗产的创新和

重 新 利 用 传 统 ”（the tradition of innovation and 

re-appropriation of the built heritage）课程，旨在

解决现有建筑遗产的再利用问题，并鼓励从历

史层面去理解文化资产；后来又开设了“从所

谓的修复到对建筑遗产的重新利用”（From so-

called Restoration to the Re-appropriation of the Built 

Heritage）课程，关注建成环境的正确利用问题，

将建成环境视作为一种文化和经济资产，对建成

环境的干预措施包括从维护到改变损毁过程、从

开发技术系统以符合现有标准到“严格从属于保

护”的规划操作等。

1980 年代，建筑遗产再利用和更新在意大利

是很热门的话题 [44]，学者们旨在从城市规划、建

筑设计、建筑技术、建筑保护等学科的不同角度

探讨不同技术和管理方法在建筑遗产再利用干预

政策和实践中扮演的角色。20 世纪 80—90 年代

期间，均设有建筑遗产再利用的相关课程，如：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在建筑设计系开设有“文

化遗产保护和再利用以及木制品保存诊断实验室”

（Diagnostic Laboratory for Conservation and Reuse 

of Cultural Heritage，Observatory on Woodwork 

Preservation），旨在通过分析遗产结构和材料寻找

最合适的干预方式以保证与建筑遗产实现兼容并

存的再利用途径。

现今米兰理工大学关于建筑再利用的课程

分为：

针对两年制“建筑学——建成环境室内”

（Architecture-Built Environment Interiors）专业方向

二年级硕士开设的“适应性再利用”专业课程，

也是专题工作室（Thematic Studio）的五个专题之

一 [45]，该课程并不是专门针对保护类建筑遗产的，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则注重建筑工地及其周围环境

（特别注意开放空间、室外场所和公众可访问以及

满足日常需求的场所）之间的关系处理，要求学

生所提供的适应性再利用方案必须解决建筑物内

部和外部的相关需求。

针对五年制“建筑工程 / 建筑学”（Building 

Engineering/Architecture）学位五年级学生开始

的“建筑再利用和保护”（Building Reuse and 

Conservation）的专业课程，是建造工程 / 建筑学

很重要的专业课程 [46]（图 2），旨在帮助学生深入

了解建筑再利用项目的不同过程及其具体问题和

关键知识，包括：与新建筑相比旧建筑再利用干

预过程的特殊性，分析现存建筑的传统建造技术

和诊断建筑损毁的原因，分析现存建筑物及其环

境以确定废弃建筑物的预期用途，选择已有和创

新的构件和材料进行修缮并保证与现有建筑构件

和材料的兼容，对不同干预措施进行分析和预诊

断（包括损毁和病理、工程耐久性等）以最终确

定遵循相关法规的技术设计，通过分析空间功能、

物理环境和所用技术等方面对建筑工程质量进行

控制，等等。

除了这两门专业课程外，在针对建筑学、建

筑设计、城市设计、建造工程、景观设计等硕士

专业学生开设的建筑遗产保护学课程中，也非常

注重建筑遗产再利用方面的教学，在最后的课程

作业和考试中，如何给建筑遗产找到合适的新功

能是考查学生掌握遗产保护知识的重要一方面。

图2：五年制建造工程 /建筑学硕士第五年专业课构成（其中红线部分为建筑再利用和保护专业课程）

（来源：www.polim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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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针对在读硕士，米兰理工大学还

曾针对社会工作人员（应届毕业生也可参

加）开设关于再利用的工程硕士课程，如：

2017 年开设的“临时再利用研究生课程”

（temporary reuse postgraduate course）， 对

象包括不同设计学科的专业人士、应届毕

业生、市政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课程

采取多学科综合教学（包括公共艺术建筑

设备、城市规划和宣传规划、都市景观、

社会设计等学科），旨在解决现有公有 / 私

有建筑以及遗弃和未使用空间的临时使用

问题，主要包括：遗弃和未使用空间的不

同类型及其潜在报价、受益人口和利益集

团、空间的总体使用需求、与特定时间需

求的重新整合、短期和长期的重复再利用、

搭建临时基础设施和建筑以重新安置长期

被遗弃或未完工的地方、空间共享、可能

的临时再利用公共政策来巩固和更新这些

做法等。[47] 并由此定义了新的职业类型，

如：再利用中介、再利用促进人员和管理

人员、再利用“情境师”和行动人员以及

临时再利用市政技术人员等。[48]

2. 建筑再利用专业硕士培养

2.1 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的适应性再

利用专业硕士

罗德岛设计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RISD）关于适应性再利用专业

方向的硕士培养项目有两个 [49] ：

一年制的艺术学硕士：对象是获得

建筑学学士的学生，帮助学生建立在适

应性再利用方面的美学、理论和技术框

架，从建筑历史和理论角度帮助学生对再

利用的理解，提倡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态

度，并在建筑实践中扩充学生的再利用知

识。为 45 学分制，通过设计工作室和其

他课程关注适应性再利用的实践：第一学

期开设有设计工作室、适应性再利用的应

用建筑系统、适应性再利用的理论、公开

选修课等课程；第二学期开设有适应性再

利用原理、适应性再利用设计工作室、适

应性再利用研究生研讨会、公开选修课 

等课程。

两年制的设计学硕士：强调通过内部

干预和适应性再利用来更改现有结构，通

过一系列设计工作室和核心支持课程展

开，为学生提供了用于理解设计和实现设

计的知识体系（表 2）。

2.2 比利时哈瑟尔特大学的适应性再

利用专业硕士

哈瑟尔特大学（Hasselt University）建

筑与艺术学院设有一年制的室内建筑硕

士，专业方向是适应性再利用，强调设计

方法和通过适应性再利用对建筑遗产进行

保护。为 60 学分制，具体教学分为三个

模块展开（表 3）：

设计工作室：专注于对现有建筑和场

所的研究、改造和改建，在此模块教学过

程中尤其关注遗产价值、大气质量、建造

细节和空间特征，强调通过手绘、摄影和

建模等方法来阅读和理解空间，在此基础

上探讨随着空间功能变化而变化的空间含

义，并注重探索建成环境的物质和非物质

价值；

理论模块：通过历史文献和最新案例

研究，让学生了解关于适应性再利用的理

论和参考框架，旨在提供一种历史、哲学

和艺术方法，以深入了解内部空间和概念

的维度，也包括对几个历史文化名城以及

适应性再利用项目的现场考察；

硕士论文选题：根据学生背景和兴趣

并结合具体项目展开，在实际项目中鼓励

学生在充分理解历史建筑价值和保护基础

上对现存建筑及其周围环境进行个性化和

原创的设计。[50]

2.3 欧盟关于现代主义建筑再利用的

专业硕士

“现代主义建筑再利用”（Reuse of 

modernist buildings，RMB）（表 4）是由欧

盟资助的三年项目，始于 2016 年，目标

是联合欧洲（及其他地区）各个高校 [52]

办一个关于现代主义建筑再利用的两年制

联合硕士培养项目，对象以建筑学、遗产

学、城市规划学本科生为主（硕士生也可

以参加），旨在在欧洲范围内建立一套具

有共同定义、方法和教学的关于现代主

义建筑再利用的教育框架。在教学方法

上，该项目综合传统的网上学习模式、现

场观摩（如会议和研讨会等）以及在数字

建造和建筑整合管理（Building Integrated 

Management，BIM）方面的创新方法，并

回应 2013 年以来欧盟提倡的开放教学交

流，开发在设计教学领域的远程教学可能

性，以开放课程、开放资源和最佳实践教

学大纲传递给更多的听众。

目前该项目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基

本明确了硕士培养课程、课程说明、方法、

案例手册、远程教学方法等，期间还组织

召开了三次“现代主义建筑再利用”国际

会议和其他相关主题的研讨会。[53]

2.4 其他

除了以上这三个近几年开展起来的硕

士培训项目之外，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建筑

				罗德岛设计学院两年制设计学硕士课程安排			表 2

时间 课程安排

学前（暑假）

设计工作室 1——空间调查 / 绘图

和制作

设计工作室 2——现有构造

设计工作室 3——改造与干预

第一学期

设计工作室

适应性再利用的结构和材料

绘图和计算构造

适应性再利用的历史

第二学期

设计工作室

能源和系统

理论研讨会——研究内在性

空间感知——光与色

第三学期

设计工作室

人为因素

人机工程学和声学

设计论文开题

第四学期
设计工作室

论文

哈瑟尔特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室内建筑硕士

											（适应性再利用方向）课程设置									表 3

一年制硕士
ECTS

学分 [51] 时间

调研学习（Study Visits） 3 第一学期

适应性再利用设计工作室

（Design Studio Adaptive Reuse）
12 第一学期

研究专题研讨课

（Research Seminars）
9 第一学期

理论模块（Theory Module） 6
第一、第

二学期

硕士论文（Master’s Thesis） 9
第一、第

二学期

硕士项目（Master’s Project） 21 第二学期

总学分 60  

  （来源：根据网页表格翻译而成 https：//www.
uhasselt.be/Adaptive-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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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自 1990 年初开始的关于“建筑的延

续性”（Continuity in Architecture）专业硕

士是国际上开始最早的、最资深的关于建

筑再利用的专业培训项目，其源头可追溯

至其于 1980 年代开设的室内设计课程，

1980 年代的曼彻斯特城有很多维多利亚时

期的旧建筑被重新改造，加上期间的后现

代主义思潮和对文脉主义（contextualism）

的关注，均促进了当时建筑学教学的改革，

在此背景下曼彻斯特大学建筑学院开始了

关于“建筑的延续性”专业硕士培训，延

续至今，其学制是两年，所颁学位为建筑

学硕士学位。[54]

另外，纽约大学（伦敦部）近几年开

展的关于“历史和可持续建筑硕士”项目

也值得关注，其综合可持续性建筑、适应

性再利用和历史保护为一体，学制是九个

月，由纽约大学艺术历史系的城市设计和

建筑研究硕士培训项目支持，延续了该硕

士课程的跨学科分析和城市设计的人文主

义视角，综合考虑金融、环境保护、教育、

旅游和政府政策，探索旧建筑作为房地产

开发的资产途径，鼓励在考虑相关历史

保护条例下如何成功再利用旧建筑 , 使其

适用于新用途并将其整合到周边新建项目 

中去。[55]

四、结语

建筑再利用的现代理论研究始于 19

世纪中叶，其时也是现代遗产保护理论的

开始。可以说建筑再利用和遗产保护从一

开始就难分彼此，到 1970 年代由于经济

发展的压力以及对地球资源有限性、平衡

发展以及生态环境脆弱性等方面的认知，

使得新建筑建造暂缓，旧建筑再利用则成

为回应时代的一个必然选择，而同时期的

遗产保护界也经过对保护和修复之间的长

期辩论开始结合经济、生态、社会等因素

综合考虑其可持续性、包容性以及能效性

而旨在从长远角度解决建筑保护问题，这

些又使得建筑再利用和遗产保护再次互相

回应。然而，自二战后现代主义建筑全球

盛行之后，以建筑设计为主的建筑教育延

续其追求创新性之目标，逐渐与传统的保

护教学相形渐远。自 1970 年代后遗产保

护教育逐渐自成体系，由此关于建筑再利

用的研究和教学在建筑领域和遗产保护领

域各自发展自成特色。

立足当下，建筑再利用可以作为建筑

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战略，也可以作为建

筑设计的一个重要领域，尽管遗产保护和

建筑设计其目标不同，但两者均能为建筑

再利用提供其特定的专业知识营养，因为

建筑再利用的成功开展需要综合建筑学、

遗产保护学、工程学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

而这样的特定要求也是导致建筑再利用逐

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专业方向的重要原因

所在。

现今国内也已经到了增量建设大幅度

减缓的阶段，建筑学院的毕业生在就业时

也将会面对更多的现存建筑再利用和保护

问题，因此就需要考虑通过本科专业课程

或者专业硕士来完成建筑再利用的专业性

训练和培养此方面的专业人才。本文也希

望通过介绍欧美在建筑再利用理论研究和

专业教学这两方面的经验，能够为国内更

好地理解建筑再利用问题以及开展相关研

究、教学和项目实践提供些许参考。

（致谢：非常感谢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朱光亚教授对本文写作所提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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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现代主义建筑再利用”专业硕士课程简介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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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 注重社会影响评估方法，对在使用建筑进行评估和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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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行业以及那些想提高生活质量和建造更节能更美好社会的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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