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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Introduction

褚冬竹   CHU Dongzhu

实现“快捷移动”的愿望伴随人类社会发展

全程。“空间”作为建筑学本体与基础，其本质是

行为需求的载体。承载移动行为的各类城市与建

筑空间及工程体系，是实现城市系统组织和运营、

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物质系统，也成为当代建筑

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力量——积极参与城市与建

筑的空间、功能、形态的构建和塑造，形成立体、

集约、叠加、转换的演进共同体。

正因如此，将交通议题、基础设施纳入建筑

学讨论范畴已不再是单纯的跨学科问题。“基础设

施城市主义”（infrastructural urbanism）、“基础设

施建筑学”（infrastructural architecture）正在进入

建筑学研究的日常语境。各类新兴交通方式迅速

改变城市空间的生产机制和感知维度，成为融入

建筑、规划、景观传统三位一体关系之外的第四

个基本要素。四者共同与自然环境联系，构建了

以建造为技术手段的人居空间学科架构，实现了

对学科体系中本体内涵、思考范式与价值确立等

基本内核的深化与革新。为更好厘清问题关键、

提增空间效益，推进城市运行系统协同，将“交

通”为主要体现的移动性视为其有机组成部分，

是建筑学的内在需求，而不仅是外在条件。

移动借助激发改变空间范围、尺度和形式的

可塑性进而实现重构。不定型、不清晰的边界

形态使空间的形式物质性不断被削弱，更多的

社会因素被纳入建筑学范畴。移动性弱化了以

静态为解读基础的形式美学在建筑学评价准则

中的地位，而动态、流动地适应周遭环境成为

优先目标，并成为了当代高密度都市中的关注

对象与关键主体。相比塑造具有类型、风格特

征的建筑（architecture)，如何通过适应移动主体

的不同需求，将弱化风格、跨越类型的“建筑

物”（building）真实、顺畅、持续地融于各种城

市运行场景，构成当代建筑学必须回答的命题

（图 1）。

因此，移动性重构下的建筑学要义不仅包括

传统的形式秩序，更是加诸在城市空间之上的内

在流动秩序的组织，是一种设计思维中“智性秩

序”（mental order）体现。同时也是个体在社会

中的关联方式、大量个体组织为集体的聚合方式

的体现，是人类与空间无法分离的内在纽带。面

对多类别、多层级、多维度的城市复杂系统，建

筑学要在流动、混乱、失序的环境中通过对不同

移动要素进行分析，厘清秩序节点之间的关联性，

构建城市空间新的标识性，寻求一种无序与有序

的互动关系，以“无理”回应复杂性，形成在地

性、针对性和时间性的变通应对方式 [1]，以达成

“乱”中求序 (order from chaos) 的秩序形态。

本期专栏设立的初衷，旨在将建筑学天然具

备的空间营造本质与激变的交通发展、技术进步

相结合，探索建筑学可能的演进机理与现象。四

篇论文分别以学科、历史、立体、释压为视角，

呈现出不同的关注点和创新点。《投射：移动性触

发下的建筑学时空要素》解析了移动性对现代建

筑学系统的影响机制，借“投射”为比喻，探讨

了移动性如何改变空间，进一步提出与移动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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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移动与空间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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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相关的六个建筑学时空要素。《尤金·阿尔弗雷

德·赫纳德的未来城市街道设想剖析与启示》通

过对一个世纪前法国建筑师的技术性畅想，将常

规的街区空间平面化视角转为立体，以剖面切入

探索了未来街道空间的垂直体系。《“等时三维影

响域”导向下轨道交通站点综合接驳系统价值提

升策略研究》在城市空间复杂性日益提升的前提

下，深入探讨了“等时三维影响域”系统，建立

了层次清晰、立体有序的综合接驳系统。《客流拥

堵地铁站空间更新策略研究》敏锐捕捉到现有地

铁站在运营中的矛盾与问题，以优化周边城市空

间资源配置，释放交通节点发展潜力为目标，进

行了有针对性的分类研究。 

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都触及到一个基

本判断：移动性介入了城市中资源空间与关系

空间的塑造，强化了建筑学作为社会生产构成

的价值认知。作为环境的触发器（environmental 

trigger），建筑不仅是纯粹容纳事件的空间，更是

塑造生活方式并激发社会革新的催化剂。建筑学

从始至终都是一门深度融合社会与日常生活的学

科，其根本的价值体系源自于人文主义关怀与社

会公共性议题的交织。移动性推动建筑学再次转

向，探讨建筑学作为一种手段如何以“反主体主

义”思维对经济资本与权利体系进行空间赋形，

为社会空间创构坚实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应该看到，交通作为城市要素流动现象中的

两个方面——移动介质与空间本体——本身就应

当是空间的一种存在形式，挣脱了领土和时间的

限制，超越了“地点”这一固定容器的桎梏。在

建筑学转型的关键时期，谨以此专栏探索和助

推当代建筑学的发展与交融，讨论建筑学作为

“活”的学科，如何吸纳新兴组件，蓄积更为坚

定、宽广的学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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