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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威瑟（Mark Weiser）在《无尽的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中说：“最具深远影响意义的技

术往往是那些已经消失的，并且难以辨别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内容。”我想这句话用来描述数字化建造的未来

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毋庸置疑，数字化设计与建造作为一种建造技术方法，相较于建构（Tectonic）所强调的

“过程的文化意义”，建造（Fabrication）更注重的是“过程的逻辑意义”。所以，要理解数字化建造，还是要

从设计本体方法入手。

数字化设计与建造作为一种设计方法，在理论层面，它是传统建构方式的继承和发展；在操作层面，它是充

分利用计算机来实现设计与建造的紧密结合。这一结合使得设计与建筑实现的过程不再只是单纯的形式生成或理

性却简单的材料选择与搭配，而变成基于形式但高于形式，同时崇尚建造并创新建造的新模式。同时，数字化建

造追求高技，但不避讳低技，通过计算机技术的适当介入，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使传统营造思想和技法通过参数化

辅助建造的模式获得批判性的延伸。

设计本体方法的多元化已不可避免，无论几何还是自下而上的生成。作为一种设计方法的数字化设计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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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只是暂时用来做建筑。建筑师不能陶醉在被媒体消费的状态中，日常的建筑师职业还是需要面对基本建造问

题。这些问题包含了社会实践态度、观念态度、团队架构和自身在社会生产系统中的定位等很多层面。数字化建

造的目标是用数字设计的观念、方法和实践引领一个独特的社会生产系统。

数字化设计与建造必然会驱动建筑范式的革命性转化。在实现工具层面上，从“手工”、“传统机械”到

“数控机械”；在操作对象层面，从“传统材料”到新三维成型技术下的“多维材料”，再到新材料技术影响下

的“复合材料”。从以上要素的建造关系与逻辑，可以清晰地描述新范式产生的理由。当然，以上建造操作的背

景是参数化与算法设计方法的支持。

建造过程中的真实性来自于建造工具、流程与建筑材料的革新。数字化建造使得设计与建筑实现的过程崇尚

设计本体与建造本身的全新逻辑。作为新的实践方法，它必将推动传统建构思想走向未来。无论是通过“低技”

参数化手段，还是通过基于技术进步的全新方式来实现，都要求我们对包含“过程逻辑”与“形式意义”的建筑

本体进行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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