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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建筑设计

陈 剐

�工民建��一 �班学生�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
认为认识的发展过程是由实践到认识

，

再由认识回到实践如此循环往复向前发展的辩证过程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
。

现代科学体系结构的发展有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两者相辅相成
，
宏观和徽观两极扩展又

相互促进
，
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的趋势

。

哲学在一切领域中的意义不断提高
，
科研

手段的高效化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化
，
使知尹更新的周期迅速缩短

。

面对这样的形势
，
建

筑设计人员必须具有相当广泛的知识面
，
雄厚的理论基础和强盛的创造力

。

建筑设计
，
只有

从实际出发
，
深入生活

，
了解社会

，
通过不断的实践和认识

，
才能满足社会的客观要求

，
适

合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
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

一
、

建筑设计离不开实践

在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中
，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
认识依棘于实践

，
实践对认识具有决

定作用
。

建筑设计是一种理性认识
，
它由实践决定

。

首先
，
建筑设计是建立在实践基 础上

的
。
一个称职的设计人员

，
必须善于吸取前人的经验总结

，
使之与自己或他人的实践体会有

机地结合起来
，
把与设计内容有关的社会

、

经济
、

环境
、

技术
、

材料
、
结构

、

施工
、

建筑艺

术等因素从中提炼出来
，

作为设计的依据
。

我们知道
，
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设计是有空虚之

感的
，
要使它适用于实际来达到其设计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

其次
，
建筑设计依赖于实践

。

建

筑设计
，

如果不依赖于实践
，

就等于虚无
。

建筑设计人员在确定设计方案前
，
必须深入实际

，

从实践中获得设计所需的资料
。

例如
，
我国著名建筑结构学者丁大钧教授

，
为了获得构件在

恒载作用下受弯变形发展的准确数据
，
经过长达十六年从不间断的观察记录

，
从而得到受弯

构件在恒载作用下发生徐变的第一手资料
。

这不仅为完成有关方面的专著增加了有力的理论

依据
，
而且还为设计人员在进行结构设计时

，
提供了准确的实践经验

。

人们在实践中
，
通过与客观事物的接触

，
主体与客体反复相互作用

，
变革客观事物

，
使

」

事物的各种特性逐渐暴露出来
，
从而遂步透过现象深入到事物内部

，
认识其本质和规律

，
由

此推动了事物的发展
。

从认识发展史来看
，
正是实践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

，
推动

着人们的认识也一步一步地由浅到深
，
由片面向多面的发展

。

人类的居住由原始的
“
巢

” 、

“ 穴
” ，

到今天的高层
、

超高层建筑
，
正是实践和识认不断发展的结果

。

原始人类为了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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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 抵御自然界侵袭
，
箫要防护空间休养生息

、
从而创造了原始建筑

。
今天

，
我们的建筑

不仅要在物质功能上使人幻得以满足
，
而且在精神功能上也要求与人的需求相适应

。
这就要

求我们建筑师
、

设计工程师从实际出发
，
在实践中变革自己

，
锻炼自己

，
培养自己的设计能

力
。

二
、

认识设计必须掌握大量的设计资料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
，
只有感觉材料非常丰富而且合乎于实际时

，
才能根据这些材料

进行概括
，
达到规律性的理论认识

。
因此

，
能否更好地取得适用的设计资料

，

是能否更好更

快地进行建筑设计的决定条件之一
。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
，
适切而充分的设计资料

，
对整个设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它与设

计成果的优劣度息息相关
。

如果设计者未能获得足够的资料
，
就象一个登山者没 有 地 由一

样
，
对于一条不熟悉的线路或复杂的行程

，
定会感到十分吃力

，
甚至迷失于半途而永远达不

到目的地
。

设计资料的来源有直接性和间接性两种
。

一般说来
，
直接性来源于设计者的亲身实践和

现场调查， 间接性来源于他人的实践经验或第二手资料
，
如文摘

、

规范等
。

既然设计资料的

收集对建筑设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因此

，
我们在收集时必须深入实际

，
通过对有关因素

进行研究
，
从中得到适用而必需的设计资料

。

建筑设计的最终目的是提供适合于人的活动空间
，
这就决定了设计必须是以人的行为为

理论基础的综合体
。

因此
，
我们在收集所需的设计资料时

，
必须以人为出发点

，
围绕社会

、

经济及人
、

建筑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
，
通过对人们在物质功能

、

精神功能的需 求 加 以研

究
，
去考虑建筑物在形式

、

构造等处理手法上的安排
。
就住宅建筑来说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
，
社会活动内容日趋复杂

，
人们对住宅建筑的要求越来越高

，
单纯以使用功能为依据的设

计方式已远远不够
，
人们已不再仅把房屋作为

“ 居住的机器
” ，

除了 使用
，
还 要 欣 赏

、
感

受
，
以满足精神

、

心理上的需要
。

由于人们的大量时间是在居住区渡过
，
人的精神情绪与室

内外绿化
、

建筑型体艺术
、

室内外的空间布置及色彩运用等因素有很大关系
。

由此可见
，
居

住环境在住宅建筑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说
，
不同的建筑有其不同的特性

，
它会随着社会

、

时代
、

地区
、
风

俗
、

流派的不同而不同
。
这一点

，
我们在收集资料时更值得注意

。
例如

，
就一所医院来说

，

它给人的感觉应该为医院
，
而不是其它建筑

。

首先
，
它必须具有幽静的环境， 其次

，
在建筑

构造及色彩运用上必须与病人的心理
、

生理要求相一致
。
这样

，
才有助于患者身体的早日痊

愈
。 ，

同样地
，
对宗教建筑来说

，
必须具有其宗教特色

。
例如壮丽辉煌的古代哥特式教戛 它

不仅有威严冷竣
、

沉重压抑的一面
，
象征神权的可敬可畏

，
又有欢乐热情

、
飞腾 上 升 的 一

面
，
以体现其特有的宗教色彩

。

三
、

最优设计方案的确定离不开认识

要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
反映整个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

，
首先

，
要对感性材料加

以分析
、
比较和鉴别

，
选择出反映事物本质的真实材料

，
然后将各种材料进行系统化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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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中找出相互间的内在联系
，
进一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
在占有大量设计 资 料 的 同

时
，
必须针对使用目标

，
有意识地进行系统化整理

，
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别

，
以便应用于设计

方案的确定
。

建筑设计
，
是一种很复杂的信息收集

、
加工和创造过程

。

首先
，
根据设计任务书进行调

查研究
，
明确设计对象的特点

，
把与设计有关的各种信息进行收集

，
加以分析比较

，
按照一

定的理论
、
设计原则

、

规范及定额指标
、
设计要求等条件展开一系列复杂的逻辑过程

，
对设

计对象的一系列工艺或功能
、

平面和空间组合等参数和几何形象加以控制
，
使之比较符合总

的设计要求
。
同时

，
按照一定的标准

，
对设计方案进行分析

、
比较和选择

，
最后达到完成设

计任务的目的
。
整个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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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建筑发展
，
要求设计人员采用辩证的逻辑思维方法和运用建筑的逻辑语言进行设

�

计
。

在进行方案设计时
，
尽可能列出更多的设计方案

。

考虑各个方案与社会
、

自然
、

技术
、

经济
、

美观等因素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
运用辩证逻辑思维方法

，
择优地确定出最后 设 计方

案
，
使它基本上达到较高的优化程度

。

一幢功能复杂
、

规模较大的建筑
，
如旅馆

、

体育馆等
，
是由多种使用功能

、

特定的空间

结构
、
复杂的工程管网和技术设施

、
以及各种各样的设筑材料和构件组成的

，
并与其环境及

某些附属条件密切相关
。
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有机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作用

，
对建筑设计

�

本身的不断认识和创作过程
，
就要求设计人员很好地把握和处理特定设计对象的各种内部联

系和相互制约之间的关系
，
以便使按照某一设计方案建造起来的建筑

，
既能满足使用要求

，

坚固耐用
、
经济合理

，
又具有一个独具个性的美好形象

，
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

四
、

实践是检验设计的最终标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实践养为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
，
进一步强调了实践的重要作用

。

建

筑设计是否适合于人们的实际需要
，
只能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检验

。

一个建筑设计方案的最后确定
，
并非说这一设计已适合于实际

，
只有在这方案成为一座

建筑物
，
而这建筑物交付于实践时

，
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

，
它的优缺点充分暴露出来后

，
才

能判别这建筑设计是否达到其目的
。
当然

，
一个十分完美的建筑是不可能有的

，
但决不能根

据这来否定实践是检验设计的最终标准这一观点
。

就我校�号学生宿舍楼来说
，
经过我们一年

多时间的使用表明
，

在使用功能上是比不上�号学生宿舍楼的
。
因为它把室内通风地窗及放置

日用品和书籍的两层搁板省去了
，
这给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带来很多不便

。

高层住宅造价贵
，
有效面积系数低

，

经常费用大
，

能源消耗大
，
也不适用

。

但近几年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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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不少大城市
，
建造高层住宅之风大盛

，
结果不仅严重的影响了住宅设计中的经济效益

，

而且还会破坏原有的城市风貌
，
北京市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国外高层

住宅曾风行一时
，
但是

，
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

，
它既不经济

，
又不适用

，
所以近年来国外

许多城市中已不再建造高层住宅
，
有的高层住宅在建造过程中已变更设计

，
改为多层住宅

，

有的至甚于被炸毁了
。

由此可见
，
高层住宅在国外己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

高层住宅的一个主

要缺点的
“ 贵” ，

而当前我国的一个最大弱点是
“
穷

” ，
既然

“
穷

” ，
而却去追求那 “ 费而

不惠
” 的东西

，
这是很不明智的

。

在传统的设计方案中
，
往往会由于个别领导者的

“ 长官意志 ” 或设计人员个人经验
、

知

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
加士盲目追求的干优和影响

，
使不少的建筑不仅在使用功能上得不到

满足
，
而且在建筑形象上也失去其艺术价值

。
五十年代曾出现过复古主义

，
照抄

“
大屋顶

” 、

“
斗拱

”
等古典形式， 文革中出现过不少

“ 万岁馆
” 宏丽高大

，
以示对领袖人物的

“
祟敬

” �

今天
， ’

随着各地兴建的
“
新而洋

”
的旅游宾馆

、

饭店
，
又出现西方 “ 方盒子 ” 的建筑倾向

。

所有这些
，
说明建筑设计如果脱离了实际

，
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

，
不仅达不到设

计的最终目的
，
造成人力

、

物力上的浪费
，
而且还会有害于建筑的发展

。

建筑设计是一个认识的辩证过程
，
它遵循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

。

对建筑设计人员
，

特别是对我们即将走向社会
，
走向设计岗位的大学生来说

，
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及其

观点
，
对我们的实际工作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它不仅使我们懂得事物的客观认识过程是

一个辩证的过程
，
而且还会使我们切身体会列实践对认识起决定作用的意义所在

。

�本文在写作
、

修改过程中得到建筑学教研室雷斌老师
、

吴伯衡老师的 支 持 和 帮

助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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