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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理性，重塑场所

——浅析当代欧洲新理性主义设计思潮
Returning to Ration and Rebuilding Place: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European Neo-Rationalism

撰文	    刘在龙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

            吴丹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建筑师

对欧洲新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及发展进行了简要梳理，并从形式秩序、建构逻辑、场所意义表达等方

面对其设计方法进行了归纳和介绍，阐述了这一思潮对国内建筑创作的影响和启示。

新理性主义  理性  类型学  原型  形式秩序  建构逻辑  场所精神

摘  要

关键词

在西方历史中，理性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贯穿于文化、艺

术等各个领域。建筑也不例外，从基于人体数字比例的古希腊柱式

到哥特建筑对结构逻辑的狂热追求，从文艺复兴对古希腊罗马的

理性复兴到18世纪遵循“真实”、“理性”的古典理性主义的盛

行，无不体现出理性思想的巨大推动力。20世纪工业大生产使得

强调功能理性和技术至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大行其道。在体现现代高

效的同时，对历史及人性的割裂最终导致了设计领域的僵化和城市

活力的丧失。二战以后，各种反对的思潮和学说纷纷涌现。他们拒

绝“形式追随功能”的法则，重新提出了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人情

味”的关怀。20世纪60年代，在战前意大利理性主义运动的启发

下，新理性主义思潮首先在意大利产生，并逐渐蔓延到德国、瑞士

及欧洲其他地区，成为与美国后现代主义并行的建筑思潮。

1新理性主义

“ 在 二 十 世 纪 五 十 到 六 十 年 代 ， 坦 丹 萨 ( Tend enz a ) 学

派以新理性主义的姿态出现在意大利建筑杂志《卡萨贝拉》

（Casabella）上。当时，该杂志的主编埃内斯托•罗杰斯(Ernest 

M Rogers)聚集了一批年轻的建筑理论家，其中包括格雷高蒂、

Mario Zenuso以及阿尔多•罗西，他们开始探求建筑的本源并同时

发展了自身的理论”[1]。新理性主义的两本重要著作是1966年罗西

的《城市建筑学》和1969年格拉西的《建筑的逻辑结构》。他们

重新评价了特拉尼等人的理性主义作品，反对当时以功能主义以及

被技术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所主导的现代主义倾向，呼吁建立一种根

据熟悉的形式特征进行设计的理性主义方法。 

作为新理性主义思潮的三大中心，意大利、德国以及瑞士提

契诺的新理性主义大师及其实践对整个欧洲的建筑创作影响深远。

其中意大利因其边缘的地理位置并未受到现代主义运动的深入影

响，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复兴的使命感令当地的建筑创作表现出更

多的历史主义情结，丰厚的历史遗产也为历史原型的挖掘提供了便

利条件。作为这一思潮的先驱，格雷高蒂、格拉西和罗西都先后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地处现代建筑运动中心的德国偏重功能及技

术的理性思想可谓根深蒂固。以O.M.翁格斯及J.P.克莱休斯为代表

的德国新理性主义者作品简洁、强调几何构成，对地域因素的关注

相对较少；而以马里奥•博塔为代表的瑞士提契诺建筑师则尤其注

重地方材料和传统技艺的运用与继承，德、意的双重影响使他们重

新将乡土文化和现代建筑元素相结合，走向一条具有地域特色的新

理性主义建筑之路。此外，在欧洲其他地区，也有不少建筑师在这

一领域颇有建树。比如卢森堡的克里尔兄弟主张向手工业时期的城

市寻求尺度为参考，试图通过类型手段来组织空间以及解决现代城

市问题，多少有些乌托邦主义的色彩；而西班牙的拉菲尔•莫内欧

则相对比较务实，强调对传统技艺的发掘和继承，运用现代材料创

图1 《城市建筑学》与类似性城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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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大量具有浓郁文脉特色的建筑作品。

2回归理性秩序

2.1形式整体及几何秩序

欧洲新理性主义强调建筑形式的整体性，他们的作品“以使

用基本形式但缺少细部为特征”[2]，尽管在形式和风格上多种多

样，但共同点都是采用建筑类型学作为设计的指导。一切建筑都来

自于古代人创立的有限的几种形式，反对把建筑作为时髦的产品或

奇巧的噱头，而应追求其永恒的价值。通过对类型的多重抽取和转

换，通过对材料、构造、细部的场所化阐释，建筑同时具有了对过

去的记忆和对现代的感知。在马尔堡城市的一处遗产建筑中，根据

周边城市结构和老建筑的尺度，翁格斯将项目划分为5个单体，每

个单元确定为4层高、长宽为6.5m的方形体块，各自都是一种基本

形式。通过不同形式语言对这些单体进行组合，一共得出13种建

筑变体。运用类型学手法从类型选择到类型转换，使作品在统一中

求变化，达到一种有秩序的丰富性和有条理的复杂性（图2）。

早先的现代主义抛弃历史传统，在形式创作时表现出任意性

和直觉性。新理性主义则强调应重新对历史上的规则、制度、法则

加以重视，运用具有原型意义的基本几何体作为造型的基本语汇，

通过传统的形式美法则进行形式组织。而在空间方面则大多采用同

古典理性主义相似的手法，追求一种等级秩序和纪念性。

2.2功能适配形式

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中指出，在时间的演进过程中，功能

主义标榜的“形式追随功能”应该彻底地颠倒过来，使功能适配形

式。翁格斯也认为形式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建造和功能。新理性主

义者反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形式的简单模仿，主张从更深层的结构

来继承传统的精神。因此，新理性主义者的作品中，功能并不是第

一位的，甚至有时为了形式不惜牺牲功能。例如O.M.翁格斯的汉

堡美术馆就为了强调整体的向心性以及类似万神庙般的中庭空间，

而不得不把大量主要的展览功能空间转移到地下（图3）。

2.3建构的清晰逻辑

新理性主义者反对忽视材料及构造的纯粹抽象理论。对他们

来讲，使用一些比如砖石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建筑材料更容易

与基地环境产生对话，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瑞士卢加诺湖边的莫

尔格特住宅采用了传统烧结粘土砖，当初罗马人在建造旁边的莫尔

图2 马尔堡城市住宅

图3 汉堡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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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城堡时就使用的这一材料。整栋住宅细长的外形极像一块立起

的砖从陡峭的山坡伸展出来，源于传统谷仓的建筑造型完美地同周

边农村环境融为一体（图4）。而在一些现代材料的使用上，他们

通常巧妙利用其质感或色彩特点以及特殊的砌筑方式，有意形成对

传统材料效果的模仿。另一方面，新理性主义者也注重对传统建造

工艺和技术手段的拓展和延续，以适应现代的结构和建造。在古罗

马遗址上的梅里达罗马艺术博物馆的设计中，莫内欧采用了古罗马

最为著名的拱券技术以及类似巴西利卡的结构形式来唤起人们对古

罗马文明的记忆。他采用一种类似于罗马构造系统中的泥瓦砌工技

术，并选用当地烧制的与古罗马时代尺寸一样但是极薄的红砖作为

裸露饰面。通过一系列砖拱的排列，形成了极具古典建筑空间的宏

大的氛围（图5）。新理性主义同样强调建造的清晰逻辑，这是为

基于历史原型的建筑造型自身的清晰可读性服务的。

3 重塑场所精神

格雷高蒂曾指出，现代建筑的最大敌人是只考虑其经济的技

术需求，而忽视场所精神的空间概念。新理性主义不仅希望能复

兴过去的物质形式，而且力图将历史和城市生活的连续性重新建

立起来。在城市的理论上，罗西紧密地联系了建筑与城市的相互关

系，认为城市是众多有意义的和被认同的事物的聚集体，它与不同

时代、不同地点的特定生活相关联。在城市和建筑漫长的发展历史

上，每一个时期各种建筑类型必然会在使用建筑的人类心理上留下

“记忆储藏”的片断。这些存在于人们心中的“集体记忆”外在具

体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原型”，而正是这种“原型”决定着建筑和

城市的形态。建筑师的任务就是寻找活在人们集体记忆中的“原

型”形式，并在这种原型中挖掘永恒的价值，从而生成富有新意又

兼具历史感的建筑作品。穆尔西亚市政厅位于大教堂广场的尽端，

锲形广场长长的两边被宫殿和住宅占据，对面则是大教堂和巴洛克

建筑。历史与宗教渲染了这个广场的性格，加入的市政厅无疑需要

应对基地复杂的历史环境。莫内欧设计一个面向教堂的“面具”，

依靠立面来调和环境的复杂与秩序。通过立面上的划分位置与比例

对老建筑进行模仿与延续，与位于2层的通廊建立了一种传承性的

联系（图6）。而在米兰东北角的比科卡新区，格雷高蒂设计了著

名的Pirelli & C.房产公司总部的新大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保留了

过去工业建筑中的一个冷却塔，就是将原有的工业建筑片断作为新

图4 莫尔格特住宅

 图5 国家罗马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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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一部分重新利用，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雕塑，保存了记忆（图

7）。

4 理论贡献与启示

新理性主义强调建筑设计对城市的关注，通过对原型的挖掘

表达出对地域及历史人文因素的关怀，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建筑评判

标准。反对无视传统文脉的纯粹形式，强调以类型学为基础，从历

史中提取原型。重视传统材料的创新使用，注重整体建构的清晰逻

辑。将建筑放在城市这一特定的环境之中，用现代的语言去表达具

有丰富历史内涵和永恒特性的建筑形式，代表了建筑理论发展的一

个方向。他们试图将建筑重新返回到城市历史文脉中，建立一种符

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建筑形式原则，以保持城市历史与建筑艺术的延

续性，这是现代主义之后很有价值的探索。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欧洲新理性主义思潮被部分地介绍

到国内。新理性主义把建筑、环境、历史人文以及现代技术相结

合，为建筑创作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对于同样具有深厚文化积淀

的中国的建筑创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AT

图7 Pirelli &C房产公司总部新楼

图6 穆尔西亚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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