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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建筑设计作品的分析的分析技

术视角出发，分别从图示技术、图解技术和语言

技术三个方面逐一研究，目的是使建筑初学者在

进行作品分析过程中清晰思维和操作方式，并以

课程实例练习为例展开论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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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ets out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analyzing technique, and 

analyzes it from the techniques of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illustration and language 

respectively, with the purpose of making beginners’ thinking and operational mode 

clear while they are analyzing works.Examples of practice taken from the course 

would be taken as a sample to unfold the argumentation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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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作品分析是以建筑设计的结

果或已有的建筑设计为对象，并反推其设

计思维逻辑的分析。最终分析结果的呈现是

否能清晰直接的表达设计作品，这取决于分

析技术的合理运用，包括理论知识、操作经

验及技巧，如工艺、工具、设备、设施、标

准等。设计工具正是将无法直接传达的信

息，如思想、想法和观点以直观的方式表达

出来。而这里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技

术”，不仅仅在设计过程中体现，在作品分

析中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作者旨在将

分析技术在三年级《建筑构造》课程中对于

经典建筑大师作品的分析环节进行实战练

习，以此提高学生对于经典建筑再解读的精

确性认识。

图示技术

图纸所具有的几何上的精确性是任何

其他设计工具所不能比拟的。精确的图纸

还可以用作认知分析的工具。用精确的数学

表现一个项目的过程中，图纸作为“工程语

言”，是理性的、功能至上的，而不是强调

氛围的绘画。设计草图抓住了设计师在设计

构思的引导下产生的第一个手势，这些手势

在最初的设计中具备了几何学上的精确性；

按比例绘制的设计图纸将建设一栋房子所需

要的所有方面联系在一起，而模型又把所有

的图纸汇总成一个完整的对象。

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俗称“平

立剖”，是图纸的最基础且最常见的表达方

式。在缩小比例的同时去掉了第三个维度，

从而提高了清晰度，使得图纸成为一个非常

有效而又很难掌握的工具。平面图，是水平

方向上的设计表达，“是一种完全脱离建筑

物实际效果的抽象图案。平面图不管如何有

缺陷，在确定建筑物的艺术价值时，它却占

着突出的首位。”立面图，是建筑物在垂直

投影上所得的抽象图形。“剖面图显示的是

物体的剖切侧面所看到的景象，如同物体就

在我们面前。剖面图不仅显示了水平尺寸，

同时还显示了垂直尺寸。”1992年埃森曼

提出“所有与三维现实无关的东西都应能在

计算机上绘制……平面、剖面和立面回归到

了图中的空间、透视的空间。这就是我为什

么不再画图的原因。”为此，计算机、显示

器和打印机就取代了图板在建筑实践中的地

位。传统的二维图纸真正具备了无限的维

度，并那能够随意地与其他数据相结合并且

用各种方式。

轴测图、透视图——轴测图示在设计

分析中用来帮助理解建筑内部构造，以弥补

平面图在传达建筑信息上的不足。透视图是

把平面、立面和剖面图中的几何信息结合成

一个整体，并且将它转化成一个生动的三维

图像。它是用与统一的三维系统有关的所有

要素来表现空间环境，更倾向于反映包括环

境在内的整体效果：一方面是理论的图形结

构，另一方面是空间环境实用的、艺术的描

绘。透视图迫使观察者必须按照作者所选定

的时间、光线、视角和距离去看一个环境。

模型——克里斯蒂安·根斯希特的《创

意工具——建设设计初步》中对模型一词的

定义，“物体三维的、经过简化的、按比例

缩小的表现形式，既可以用于形式推敲——

就像图纸那样——也可以用作表现将要完成

的一件作品的样本。”奥托·艾歇尔也说过

“设计就是建构模型”，“一种由陈述、概

念和概念化的操作组成的结构”。

而模型图示更多的是与图纸表达一样，

都具有抽象的技巧和比例的缩小。模型图示

比二维图纸更具有三维的表达能力，这使它

变得生动而形象化。它对材料的选择自由，

不像样板或者原型那样要用与实际完成的作

品一样的材料。模型可以用简单、柔软的材

料来表现建筑，正是它们实际建筑材料不同

的区别体现了这种设计工具的理论一面。

图解技术

“伯纳德·屈米将根据运作机制将图解

作为可以操作的图形分为四个类别：概念

图解、转录、变形序列、可互换量图。前三

种针对图解对象运作逻辑的分析，后一种是

依据前三种图解方式做一个全面概括类的分

析方法。”以屈米的操作图解为基础，这里

把分析性图解表达方法分为概念图解和转译

图解。一方面区别于设计中图解的主观生成

性，另一方面区别与常用的平、立、剖面的

图示表达，必须是对本质关系的描述。

概念图解——倾向于一种快捷方式的表

达，是将分析对象大量的和不同类型的信息

转变成一个精炼的概念。概念分析图解通常

是在平面图的基础表达方式上进行的，因为

平面图是最传统的表达方式，利用比例尺、

图纸可以包涵大范围的相关区域和大量的信

息。如，对博物馆功能关系的分析图解表

达。立面图解和剖面图解虽然表示的范围和

规模不如平面图解那么大，但是却可以弥补

平面图解在垂直方向上表达的不足。

图解可以是二维的，可以是三维的，可

以使静态的，可以是动态的。随着计算机三

维建模方式的普及，轴测技术在表达方式上

得到了技术支持，表现力度大大增加。较之

于二维的平、立、剖面基础上的图解更能直

观反映分析结果。基于三维轴测的概念图解

更能立体化的分析建筑作品设计意图。如，

对空间三线分析表达。

转译图解——指用特殊的推论方式把

分析对象转化成建筑学内在性范畴中的纯粹

几何关系。转译，顾名思义是对抽象的再抽

象，目的在于从设计中产生概念。在批判传

统分析图解的同时，是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体

现。如对于环境的认知，从航拍图中文脉的

转形，让分析背景和条件变得清晰可见。以

图解的方式作为过程的初始点介入整个分析

中。这种图解的清晰性是指图解的内容简单

明晰，使观者一眼就能看出所表达的内容。

要求每一幅图解仅反映一个核心内容，而不

传达多余的信息。另外，图解通常是用来反

映变化、发展和进程，因此在表达上具有系

统性。

语言技术

语言表达的重要性如何描述设计分析结

果，在于对分析思想进行解释和抽象，然后

再用别人能够理解的词或句表达出来。语言

这种媒介正是用来检验设计作品分析结果理

念的确切性和可理解性。

成果分析——旨在针对分析结果各部分

之间相互影响的分析一样，都是对整个分析

过程进行的一个抽象性语言表达。通常以因

果关系的方式呈现，即任何一项分析结果必

然是由另外一项分析结果所引起，而它又必

然引起再另外一项分析结果。

成果总结——评价首先是对一种判断的

语言表达，正如上述的图纸是分析思想的表

达一样。分析结果的得出大多以图表结合的

方式表达，绘图和模型，包括手工与计算机

制作的。对建筑基地、空间、及其他诸多方

面条件的分析和综合，首先要学习分析建筑

设计作品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同时也需要获

得对材料、结构、人体姿态运用及人的时空

经验的基本认识。

但是，这里所得出的分析结果是在没有

通过模拟实践的情况下完成的，实际上并达

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详细解释和分析，如对空

间组织平面功能的图解表达。事实上，绘图

类的表达手段对研究材料、结构、建造方式

来说从来不是完善的工具。研究推敲建造，

则有必要直接进行材料、结构建造方式的实

验。

总结

分析技术不仅是能够产生图像的视觉

工具，而且可以用视觉的形式表达内在的想

法，以使这些想法能够被看到并且传递给其

他人，而产生文字的语言工具能够对设计想

法进行描述、分析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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