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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正伟：
复杂性建筑语言运用中的问题及
其前瞻性思考
Prospective Thoughts on the Utilization of 
Complex Architectual Language

编者按：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数字化技术与设计实践”学术交流会上，布正伟资深总建筑师在与中青年建筑师互动时

指出:数字化设计与复杂性建筑语言的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既有非线性的分形几何学形态变异，同时也包括了线性的拓扑

变形。布总从建筑语言系统研究的角度，对复杂性建筑语言的诸多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本刊将布正伟先生以往的

主要观点整理成文，以期能引起一线建筑师们的关注，从而在创作过程中对复杂性建筑语言的运用进行深入思考和求实探索。

日本爱知世博会波兰馆：因加尔登和尤维建筑师事务

所设计。立方几何体引入了隐喻波兰自然景观和肖邦

音乐意境的自由曲面造型。

上海证大喜玛拉雅艺术中心：矶崎新工作室设计。创意

理念来自ARCHSCULPTURE，即“建筑•雕刻”，使作

品既沉埋于城市众多建筑之中，又能以其特有表情引人

注目。

卡塔尔石油综合体：SOM设计。建筑

群由一系列自由生长的叶片状混凝土柱

支撑，这与严酷的沙漠气候以及中东地

域的自然景观特征相适应。

1965年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研究生毕业以来，参与和主持了一百五十多项建筑、环境与城市设计，荣获国家金质奖、省级

一等奖、建设部直属系统一等奖、市级一等奖及其他奖项共十余项。先后出版了《结构构思论》《自在生成论》《创作视界论》

《中国当代建筑师丛书——布正伟》等学术专著，并对建筑语言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研究。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证

书，1995年载入日本出版的《世界581位建筑师》一书，先后担任中房集团建筑设计事务所总建筑师、总经理、布正伟创作室主

持人、天津大学等5所高等院校客座教授、中国建筑学会理事及其建筑师学会理事、北京市首规委建筑评审专家等职。

布正伟

什么是复杂性建筑语言？

纵观当今世界建筑舞台上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创作事件”，往往都与采取带有复杂性的设计思路和手段作为

挑战建筑创新的策略相关，由此而给建筑创作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建筑语言的复杂化…… 走向复杂化的建筑语言，

就是描绘建筑复杂性的建筑语言，我们不妨称之为“复杂性建筑语言。”

在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下，如今的建筑创作领域也呈现出一种倾向：我们所运用的建筑语言常常会使人联想到西

方一些先锋建筑师，如埃森曼、盖里、库哈斯、哈迪德等人的一些作品，虽然这也是信息社会文化背景下建筑语言

演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这其中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却是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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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哪里？

由于对“复杂性”的参照系统缺少宏观的整体认识，而偏离了建筑创作的大方向

事实上，在讨论和研究有关建筑复杂性的问题时，首先就不能脱离“城市——环境——建筑”

这一大的参照体系。建筑是否要从形式上呈现出某种复杂性，除了要综合考虑建筑性质、建造条

件和日常维护等问题之外，还需从城市因素的复杂系统去加以权衡。因而，从建筑、环境和城市

的多维角度来看，复杂性建筑语言的运用并非是唯一的选择。不顾城市整体和整体环境而盲目追

求建筑表现的“复杂性”，其后果无异于“只要树木，不要森林”。

忽视各文化层面设计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只为追求视觉冲击力而打“复杂性”牌

就“复杂性”参照系统的微观认识而言，其最核心的部分是来自建筑各层面文化内涵的诸多

影响因素。处于人性化诉求日趋高涨的信息时代，建筑表现越来越多地强化对艺术和精神文化内

涵因素的考虑，但随之而来的偏差往往就出在把追求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作为对艺术或精神文

化中复杂设计因素的唯一考量，以至于在物质文化层面的诸多设计要求大打折扣之后，还要处心

积虑地为复杂化了的建筑结构、建筑形体寻找溢美之词。

这种现象令人深思：既然是以视觉冲击力的唯一表达掩盖了建筑各层面文化内涵的复杂性，

那岂不是让我们又陷入到与表现“建筑复杂性”自相矛盾的伪艺术形式的泥潭中了？在建筑艺术

表现中，我们对“视觉冲击力”的特别偏爱往往会使我们忽视这种艺术表现与建筑之间、与环境

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由此而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将非线性设计的优势绝对化，使建筑复杂性的表现难以走出狭义概念的象牙之塔

既然建筑的复杂性是来自建筑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诸多设计因素的影响作用，那么如何去表

现这种复杂性，以及如何突显这种复杂性中特指的文化内涵及其审美价值？笔者认为自然应以开

阔的视野采取灵活多样的设计策略和设计手段，而非囿于“非线性设计”和“非线性体”这一特

定范围。

尽管数字化技术和 BIM 平台可以使复杂的结构构件批量生产成为可能，但总的来说，非线

性设计中结构工程造价的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经济条件允许，也还有一个特定的施工技

术问题，因而推广起来必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以 CCTV 大楼来说，其结构的复杂性是

显而易见的，结构大师贝尔蒙德以多种秩序的混合为该大楼建立了来自混沌理念的另类结构秩

序——“非型式”（informal）的理想模式，其中便包含了线性与非线性的动态几何学中积极的

组成部分，但其造价可谓是任何项目都无法企及的。

面对现实和未来，建筑师该怎么做？

建筑的复杂性存在于宏观建筑世界和微观建筑世界之中，直接涉及到人类整合文化学中物质

文化、艺术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各个层面。至于如何去发现、去梳理、去表现，则并没有统一的尺

度标准。但笔者认为对未来复杂性建筑语言运用的评价，离不开应予关注的这样几点：从建筑工

程“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来看，建筑的复杂性是否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物有所值”的设

计理念？建筑作品所反映的复杂性文化内涵到底有多少“含金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给我们带

来了新鲜的人性化的建筑体验？建筑复杂性的整体表现是否能达到广大受众在宽容中可以接受的

艺术水准？

在有作为的实力派建筑师面前，已展现出一条极具探索价值的创作途径——从实效性出发，

将常规的简洁性建筑语言与非常规的复杂性建筑语言，以灵活、适宜的“比重”相互交融地加以

整合运用，书写出品格优秀的建筑作品。从回归人性、走向自然，以及可持续发展眼光去看待复

杂性建筑语言运用的前景，使其在生态建筑、环保与节能建筑、地景与风景建筑、地标建筑、科

研型建筑，乃至地域性建筑的创作实践中，得以卓有成效的运用，乃是值得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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