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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寻求一种新的设计思考方式为研究目的(通过研究和分析&解构主义'#以及受它影响下所设计的

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理念#即运用重复与重叠的手法#通过点)线)面概念的延伸#打破了传统的中心思想#并

实现了多元的价值观念(由此得出一种新的设计思路#即打破传统的设计思维逻辑#转为强调设计的随机性

和即兴性创作#以及设计理念的多元性构建#实现设计思维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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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构主义&建筑思想及其特征

"0

解构主义的思想

"FDC

年#解构主义被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提出

来(当时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基于对语言

学中的结构主义!

N1-K>4A5>*1-

"的批判#提出了

&解构主义'!

Y951-K>4A5>*1-

"的理论(他的核心

理论是对于结构本身的反感#认为符号本身已能

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

构的研究更重要(

解构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正统原则和标准批

判地加以继承#虽然运用现代主义的语言#却颠

倒)重构各种既有语言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否

定传统的基本设计原则!美学原则)力学原则)功

能原则"#由此而产生新的意义(解构主义用分

解的观念#强调打碎)叠加)重组)重视个体部件

本身(但解构主义并不是设计上的无政府主义

"

收稿日期!

$%""E""E$C

作者简介!陈世圣!

"F&XE

"#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景观设计(



方式#或随心所欲的设计方法#而是具有重视内

在结构因素和总体性考虑的特点/

"

0

(

$0

解构主义建筑的思想

在
$%

世纪
&%

年代以后#解构主义才作为一

种设计风格的形式出现(它是一种在西方视觉

艺术领域和文化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创作方法

和设计美学(解构主义建筑师和理论家的目的#

并不是对建筑本质和建筑相关的一切价值的拆

析和消解本身#而是要对建筑的本质进行重新定

义#对整个建筑美学的审美体系进行一次重新塑

造(我们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来分析建

筑的解构主义思想(

!

"

"建筑的内在&解构'思想#即是建筑符号

的&能指#所指'与&形式#意义'的关系(在符号

学里#&能指#所指'与&形式#意义'的关系是不平

等的(&所指')&意义'总是居于主导地位#具有

优先权(设计中强调构思立意的重要性#赋予意

义以优先权等(解构主义认为这是典型的形而

上学#是&消解'的对象#这里解构主义对传统形

而上学采用的方法是&消解'#而不是&否定'#这

是解构主义的关键(同时#解构主义也对结构主

义进行着&消解'#而这种&消解'可能更多的是出

于后现代社会的审美情趣的变化和需求(

!

$

"建筑的外在&解构'思想#即是建筑的外在

形式和空间(相对于小说)诗歌)绘画的象征性空

间语言#建筑的外在&解构'是一个实体空间#这个

实体如同一个舞台并与戏剧#偶发行为艺术有某种

关联#建筑成为时间过程中的&场所'(在这个场所

中#活动着身体和文化记忆#人在这个时间的场所

中赋予了建筑意义#这就是人对建筑的体验和阅

读(建筑师是通过&标记'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

和联想的范围(&标记'引导身体和记忆进入了一

个意义的空间#比如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中写

道#动线是人的存在的最初体验#是人类每个活动

的中介#建筑就是基本动线的空间(

!0

解构主义建筑的特征

解构主义建筑师用一种极具表现主义或超现

实主义的即兴进行创作#甚至在施工现场随意搭

建(他们忽略城市文脉#强调作品的独立性#用&新

奇'的方法增加城市趣味#如顽童的游戏一般(他

们强调构造和营建工艺(他们与现代主义有深刻

的渊源的关系#可把他们的&解构'描述成为对现代

主义&结构'的拯救(他们用现代主义的几何原则

并加上乡土或多角度的营建方式#构造出一种活泼

的)不确定的)多义的)自由随机的)解放的)非理性

的建筑感觉#使建筑具有一种伟大的雕塑感(正像

现代主义伟大天才勒-柯布西耶在朗香教堂的&灵

感'一样#手工艺也成为它们的偏好(

与现代主义正好相反#以自我为中心的设计

意识喜好用机器)金属)铁甲部件#这种风格被一

些评论者描述为锈迹斑斑的&施虐狂的症状'(

通常作品充分展示了材质)色彩)体量的建筑特

有语汇#对材质和体量的随心所欲#自由分割达

到了相当&偶然'与&游戏'的地步(

所以解构主义建筑的特征是具有以下特征

的*!

"

"独立性#强调个体的个性,!

$

"多元性#即

反中心#反&二元对抗'

!

#以更加宽容的)自由的)

多元的方式来建构新的建筑理论构架,!

!

"随机

性#是即兴的创作#甚至是现场的随意搭建,!

#

"

模糊性#即是对建筑的形式和功能的解构(

!!

二$解构主义作品解析!!!拉维

莱特公园

!!

约
XX

公顷的拉-维莱特公园环境十分复杂#

东西向的乌尔克运河把公园分成南北两部分(屈

米通过一系列手法#把园内外的复杂环境有机地统

一起来#并且满足了各种功能的需要(他的设计非

常严谨#方案由点)线)面三层基本要素构成(

"0

拉维莱特公园的项目概要

拉维莱特公园位于巴黎东北角#是远离城市

中心区的边缘地带#人口稠密而且大多是来自世

界各地的移民(

"&D&

年在此兴建了牲畜屠宰场

及批发市场#鼎盛时期曾有
!%%%

名工人#在其周

围逐渐形成一个混乱不堪的聚居地(

"FC!

年
"%

月屠宰场关闭之后#德斯坦总统提议兴建一座大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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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对抗'#指处于矛盾对立关系之中无法妥协与调和的因素之间的对抗(其思维方式表现为&二者择其一'(



型的科技)文化设施#包括北面的国家科学)技术

和工业展览馆及南面的音乐城和公园(密特朗

总统执政时期#拉维莱特公园才进入真正的实施

阶段#并列为纪念法国大革命
$%%

周年而在巴黎

兴建的九大&总统工程'之一/

$

0

(

公园在建造之初#它的目标就定为*一个属

于
$"

世纪的)充满魅力的)独特并且有深刻思想

意义的公园(它既要满足人们身体上和精神上

的需要#同时又是体育运动)娱乐)自然生态)科

学文化与艺术等诸多方面相结合的开放性的绿

地(公园还要成为各地游人的交流场所(一个

城市的客厅#城市居民用以展示自已特色)招待

客人的场所(

$0

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理论

!

"

"多元文化*当代都市已经摒弃了单一的

思想#呈现多元化发展(屈米认为#随着社会关

系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长久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追

求纯粹)协调的建筑思想与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已

不相适应(他认为#公园是多种文化的交汇点#

在设计上要实现三种统一观念*都市化)快乐!身

心愉悦")实验!知识和行动"(

!

$

"新的思维方法*屈米认为#现代建筑必须

抛弃过去旧的思考模式#对建筑秩序体系#技术

和结构提出质疑(因此#在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

中#他强调摒弃历史要素和符号#专注于文化的

分歧性和事件的偶然性(这也是解构主义在设

计中常用的设计理念(

!

!

"解构主义*屈米通过打破旧有秩序#对建

筑本质提出质疑)挑战#并予以新的定义(他在拉

维莱特公园的设计上#采用解构主义#运用重复与

重叠的手法#通过点)线)面概念的延伸#既打破了

传统的中心思想#又实现了多元的价值观念(

!0

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理念

对于这种深受解构主义哲学影响#并且纯粹

以形式构思为基础的公园设什#屈米用点)线)面

三种要素以机械的几何处理方式#以体现矛盾与

冲突(道路)建筑)主题公园)铺地)雕塑)水体等

各个景观要素被归入点)线)面三个系统之中!如

图
"

"#以明显不相关的方式叠加#构建了一种新

秩序#与传统的设计整体观)和谐构图及审美原

则相背离#这种结构与处理方式更注重景的随机

组合与偶然性#而不是传统公园的序列与空间景

致(下面对于三个系统进行逐个分析(

图
"

!

点)线)面三个系统

!

!

"

"点系统+++物象系统

#%

个红色构筑物!

S1;*9

"#出现在
"$%i"$%

米的方格网的纹点上#这些构筑物基本上都是以

;%i"%

米边长的立方体作为基本形体做出变

化/

!

0

!如图
$

"(既能表达空间#又能活跃空间(

&

S1;*9

'的设置不受已有的或规划中的建筑位置的

限制#所以有的&

S1;*9

'设在一栋建筑的室内#有的

由于其它建筑所占去的面积而只能设置半个!如图

!

"#有的又正好成为一栋建筑的入口!如图
#

"(

图
$

!

S1;*9

分布

!

可以说方格网和&

S1;*9

'体现了传统的法国

XX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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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S1;*9

与建筑结合

!

图
#

!

S1;*9

作为建筑入口

!

巴洛克园林的逻辑与秩序(

这些
S1;*9

替代了那些一成不变的传统公园

的典范#将成为不断发展的社会中出现的新的社

会和艺术变化(无论在拉维莱特公园的里面还

是外面#这种网格代表了一种可以无限扩展(因

为这里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可以看到#拉维莱

特公园的概念框架是允许建筑空间的多样组合

和代替的(这些建筑空间有时在不需要改变它

的精神和概念下就可替换或是修订(

!

$

"线系统+++运动系统

线系统有两方面*

"

"是由公园中的
!%

多个

被称为&

S1;*9K

!疯狂"'的大型构架互相垂直而形

成的#对行人活动具有引导作用的导向系统!如

图
X

",

$

"是空中步道!双层的连廊")林荫大道和

贯穿全园的弯曲小径组成的游览系统!如图
D

"(

空中步道一条位于运河南岸#一条位于公园

西侧#贯穿南北!如图
C

"(

F%%

米长的南北向连廊

支撑在间距为
$%

米的柱网上#由一个起伏的天栩

与方形的梁架固定在一起而形成,不到
D%%

米长的

东西向连廊的柱间距为
"X

米#此连廊为双层(林

图
X

!

S1;*9

连接的线系统

!

图
D

!

道路线系统

!

荫大道有的是利用现状)有的是构图安排的需要#

例如科学博物馆前的回弧形大道(在规整的建筑

与主干道体系之中还穿插了另一种线型节奏*弯曲

的小径/

#

0

(小径将一系列娱乐空间)庭院)小游泳

池)野炊地)教育园等联系起来!如图
&

"(

图
C

!

空中步道

!

!

!

"面系统+++空间系统

面系统主要由地面上大片的铺地)大型建

筑)大片草坪)主题公园与水体等组成!如图
F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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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回弧形大道

!

"%

"(基地中基本平坦的露天活动区#按照所计

划的特定的活动来设计#而且剩余的空间利用传

统的)带有巴黎印记的砾石形成完成面(他所提

出的目标之一是寻找一种有中心和不分等级的

机构#一种可以忽略掉计划和由计划所形成的建

筑之间的最简单因果联系的结构(另一个目标

是展示一系列可以提高公园活动的张力(最能

提高公园活力的是那些一次性的个体特征#特别

是十个主题公园(

图
F

!

绿化的面系统

!

斯塔克的铝质旋转椅是一种受欢迎的个体

特征,同样也很受欢迎的还有存在时间较长的长

龙滑梯和克莱斯-奥尔登怪所设计的作品(在

单调回形草坪之下掩埋着巨大的自行车#外面显

露着一些零部件(其他场所#例如&水晶球'科

学城)展廊)&

S1;*9

'立方红色构筑物)垃圾箱和斯

塔克的座椅等都主要是使用金属制作的(

图
"%

!

水的面系统

!

三$结
!

语

通过研究和分析&解构主义'#以及它在伯纳

德-屈米设计的拉维莱特公园中的运用#我们可

以理解到解构并不是&颠覆'而是出于一种&游戏

的状态'#即&能指的游戏'或&形式的游戏'(并

在&游戏'中寻求意义的表达#这对于解放建筑设

计的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归纳为以

下三个方面*

"0

对完整)和谐的形式系统进行解构#选择

性的摒弃那些和谐)秩序)逻辑和完美的形式理

念#使设计成为一种即兴的创作(

$0

对设计中心论的解构#不再将设计中心限

定化而不顾及日后的可变因素#应当打破这种固

定空间的思维惯性#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前瞻性

和更富有弹性的空间构成形式(

!0

对确定性的解构#屈米从反类型学的角度

出发#在建筑领域提出了一种混沌理论#及建筑

的非功能特性理论#由此对建筑的确定性和传统

的那种建筑形式和功能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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