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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建筑发展的动力
陈伟东

（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甘肃�兰州�730050）
摘　要：文章对科学技术在建筑中的作用进行相应的阐述�并对科学技术在建筑中的艺术表现进行一定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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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的目的是以技术和艺术手段创造预期的

理想人工环境�从古罗马时期到现在�从国内到国
外�几千年建筑的发展史自始至终体现着技术、艺术
和建筑的不寻常关系。

从密斯的这篇演讲词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技
术的热爱、崇拜以及他对技术的透彻分析。
1　科学技术是建筑的原动力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也是建筑发
展的原动力。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建筑成为技
术革新的直接受益者�是技术进步、社会前进最表面
化的反映�并且使得高层建筑、大跨度建筑、工业化
建筑、特种建筑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成为可能�尤其是
在美国、法国、西德、日本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和二
战前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

技术手段的变革�会超越风格流派等文化因素�
对建筑造型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使得建筑观念和设
计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研究建筑历史的过程中
不难发现�以往任何建筑形式演变的背后�都蕴藏着
非常惊人的技术进步。从宏观上讲�自19世纪工业
革命以后�到今天的100多年间�现代建筑的发展变
化�即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技术革命：

第一次技术革命是材料技术和结构技术的革

命。工业革命以后�得以大量应用的钢铁、玻璃和混
凝土等人工材料�替代了砖石、木材等自然材料�建
筑在高度、跨度和空间组织的灵活性等方面获得了
解放�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流派。

第二次技术革命是设备技术的革命。本世纪以
来�电梯、人工照明、水处理、人工通风、空调等新技
术不断涌现�从30年代前后开始对建筑产生巨大的
影响。建筑使用功能与建筑空间的构成模式�都随
之发生了不消的变化。建筑设备的优劣也成为评价
建筑的重要指标之一。

第三次技术革命是信息技术的革命。70年代
以后计算机、光纤通讯、电子技术、节能技术等等高
新技术进入建筑领域�使得当今的建筑朝着智能化
和生态化的方向发展。

总的来说�这三次技术革命�对建筑的影响则由
空间造型形态方向转向了功能组织。伴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步�以及计算机技术在建筑技术领域的普及�
人们的建筑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尽管高技术对建筑
造型的直接作用有限�但其潜在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在建筑创作中�人们正有意识地将技术作为一种建
筑表现手段�并把它转化成可视化的东西�以迎合人
们日趋增强的崇尚科学技术的心理。

当今的许多建筑�都已将信息技术融进设计理
念和人的审美需求当中�试图通过结构形态、设备裸
露、和空间流线去展示技术。利用玻璃的通明特性
的钢结构装配化、集成化的机械特性去寻求现代科
技的表现。而这种设计观念的变化�又使得技术美
学重新成为时代的特点�并逐渐在社会上形成的一
种追求技术表现的审美价值取向。
2　科学技术的艺术表现

技术扎根于过去�主宰于现在�伸向未来。当技
术实现了它的真正使命�它就升华为建筑艺术。在
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在世人面前展示出的特殊艺术魅

力�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从建筑
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作为古埃及最重要建筑之一的
金字塔�体形十分简洁�但在其平面、空间的比例和
构图上却非常完美�这说明埃及人在石材的加工技
术方面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并且还拥有精确的
测量手段。古罗马建筑对欧洲建筑的发展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古罗马人发明了券拱技术�创造了筒形
拱、穹顶、十字拱、拱顶系列等一整套完美的结构技
术体系�使技术和建筑密切结合�把建筑变成真正的



建筑�为人类留下不朽的建筑杰作。
在中世纪�宗教统治着欧洲。东欧的拜占庭人�

根据他们对宗教的自身理解�创造了著名的圣·索
非亚大教堂。教堂内巨大的穹顶体现着集中式构图
的典范。它的穹顶通过一个重要的建筑构件———帆
拱为依托与方形平面密切结合�创造了全新的结构
形式。形成集中统一、曲折多变的内部空间。在这
里完美的结构技术升华为建筑艺术。

在西欧�哥特式教堂成为中世纪天主教堂的典
范。骨架券、双圆心尖拱、飞扶壁等一整套结构体系
保证了哥特式教堂产生窄而高、纵向深远、神秘莫测
的空间和挺拔向上、直入天国的艺术造型。哥特建
筑成为当时的标志。

1851年�在英国用预制装配化的方法建造了当
时影响巨大的第一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展览馆；1889
年�在法国建造了300Ｍ高的埃菲尔铁塔和115Ｍ跨
度、三角拱结构的机械馆。这三座钢铁建筑都是依
托技术的巨大作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建筑样式�
充分显示了技术的巨大生命力。但是在当时受到了
包括建筑师在内保守派势力的反对。同时这种大胆
暴露金属结构、从钢铁机械中建筑创作灵感的设计
思想�被后来的高技派建筑师们大力发扬。

进入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成为建筑发展的新
方向�他们倡导在建筑上表现工业文明。而工业文
明十分重视的就是技术要求。19世纪工业革命给
建筑界带来巨大冲击�特别是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和
施工技术的革命。19世纪末�电的发明更使建筑上
的设备技术得到空前发展。利用钢、铁、玻璃、水泥
和后来的各种复合材料等新材料�使得现代建筑在
高度、跨度以及空间组织等方面获得巨大解放；利用
装配式的施工方法�在工厂预制加工全部结构构件�
使得建筑施工的周期大大提高。密斯、柯布西埃、格
罗皮乌斯等现代主义大师都是装配建筑的倡导者和

实践者。在50、60年代钢结构与玻璃幕墙、高速电
梯与空调设备以及预制化的构件几精细的施工�使
它们风靡于世。70年代高技派建筑成为主流�他们
继承了英国 “建筑电讯团 ”将科学技术引进城市和
建筑设计之中的梦想�致力于从设计、施工到运作的
各个领域中运用新技术。1977年建成的巴黎蓬皮
杜艺术中心、1982年建成的英莫斯微处理工厂、
1983年建成的雷诺汽车零件配送中心、1986年建成

的伦敦劳埃德大厦和香港汇丰银行办公楼�及1994
年建成的伦敦滑铁卢车站和日本大阪的关西国际机

场等等�都是一些高技派大师在不同时期创作的颇
有影响的代表性作品。这种技术表现以结构为手
段�并将其艺术化�讲求构件的力学或构造作用�但
不追求经济效益�而是在情感抒发�利用结构形式去
表达一种主观的意念。

新的世纪�科学技术将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
跳越发展�未来技术的全球化是必然的�但同时将传
统地域性文化与未来技术相结合�才能保持世界的
丰富多彩�千姿百态。
3　技术的负效应

在最终完成 “技术升华为艺术 ”的目标同时�需
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个被人忽视的现象�也随着技术
的走红悄然而至�那就是技术的负面效应。正如吴
良镛先生起草的国际建协 《北京宪章》中所指出的�
技术也是一把 “双刃剑 ”。技术不仅是一种 “建设的
力量 ”�同时又具有 “破坏的力量 ”。全面分析技术
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主要有：一、技术的全球化
带来的特色危机；二、高技术的冷漠带来的情感危
机；三、高技术的高代价带来的环境危机。这些负面
效应�尤其是环境危机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因此我
们必须要认清面临的严重的生态挑战�使可持续发
展战略应用到建筑领域中去。

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从未经历
过的伟大进步。大规模的建筑技术革命创造了众多
丰富多彩的建筑设计作品。为世界建筑史的发展增
添了难以书写的篇章。以后�我们应坚持走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创造高节能的建筑新技术�发展绿色建
筑体系�不断的革新�这样就可以弘扬建筑技术的建
设力�抑制它的破坏力�是我们的建筑在21世纪得
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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