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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建筑师或学者对建筑学形成某种认识或立

场，想将其付诸教育实践，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

如果一位具有明确立场的教师只是在一所既有的建

筑院校中教授一两门课程，就很难将一套完整的建

筑思想带给学生，对学生的整体发展构不成影响。

又如果这位教师有机会去一个既有的建筑系，担任

系主任工作，将系里的老师对建筑学的态度统一起

来，是颇有挑战的。即使大家都接受了新系主任的

立场，但由于团队成员背景的不同，他的教学理念

也几乎不可能贯彻到底。因此，建筑教育实践往往

充满了妥协。也因此，北京大学在 1999 年重建建

筑学专业，成立建筑学研究中心，为其提供了很特

殊的条件：一所全新的学校，且规模足够小。在技

术和媒体统治的世界里，我关注的仍然是建筑的物

质性，即所谓“本体建筑学”。北大使我有机会把

自己这个观点直接转化为针对中国建筑教育现状的

一套研究生教程，该教程的立足点是实践。

没有一个建筑观点，是无从建立起教育体系

的。仅有观点又是不够的，建筑基础课的每一个

练习，以及练习与练习之间的关系都需要精心设

计，参考的先例需要仔细挑选。由于北大招收进

来的研究生的本科专业都是建筑专业，已经超

越了基础训练的阶段，我需要做的是通过某种方

式——具体举措是让学生在一年级实际参与建造，

使学生将已有的知识和技能综合运用。基础设计

教学法是建筑教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设计教学

法——入门的和高端的，目前尚未被更广泛、更

深入地应用于教学实践，尽管有像东南大学的顾

大庆、葛明等老师在奋力推进。

北大研究生二年级的城市研究引进了“设计

研究”的概念。传统的学术研究以阅读与写作为

主。设计关注的是物质世界，不仅是对其的观察

与分析，更是想象与创造。设计研究的方法和媒

介都不可能和传统的学术研究一样，它本质上是

视觉（即图像）思维，不是文本思维。建筑学和

城市学同属设计领域，当然设计研究的方法也适

用于建筑。设计的历史、理论、批评与文科重叠，

与设计研究是平行而时有交集的关系。迄今为止，

由于传统学术研究的巨大惯力，设计研究仍处在

一个初级阶段有待展开。

站在本体建筑学的立场，以上两点也许正是

建筑教育发展的重要突破点。

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于2000年5月27日在北京大学镜春园

79号甲举行开幕典礼。参加典礼的有：刘志华（北京市副市长）（左

一）、侯仁之（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左二）、迟惠生（北

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左三）、张永和（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左四）、俞孔坚（教授、学科带头人）（左五）、钟华楠（北

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香港建筑师）（右四）、单霁翔（国

家文物局局长）（右三）、魏大中（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顾

问总建筑师）（右二）、刘开济（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

总建筑师）（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