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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阅读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学》及其它理论著作,指出了罗西对城市建筑理论的主

要贡献,提出“类型学的方法论”是探索建筑本质,寻求与传统建筑结合的重要途径。并通过自己的思考

发现了其理论所具有的局限性,分析了产生该局限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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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reading Aldo Rossi's Urban Architecture and other theoretical works, this paper points out 

Rossi's main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urban architecture, 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methodology of 

typology" is to explore the essence of architecture and seek the connection with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An 

important way of combination.And through his own thinking, he found the limitations of its theory and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this l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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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筑学》一书作为罗西新理性主义的一部重要的著

作,它经常和比它早些时间出版的文丘里所著的《建筑的矛盾性

与复杂性》一起被作为反对现代主义的理论而提及,它们都强有

力地动摇了现代主义坚定的信条,相比之文丘里与现代主义明

确地决裂,罗西的理论表现出的批判性更胜于论战性,他甚至认

为自己并不是在批判现代建筑,而是在通过将现代建筑运动置

于历史背景中来认真地评价这份遗产及其意义,因此罗西也希

望跨越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区分,通过阐释一种永恒存在于建筑

与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根本上赋予建筑学以科学性与合理

性。在书中,罗西以一种新的视角表现了他对城市与建筑独特而

深刻的见解,为我们解读城市与建筑及如何去设计城市与建筑

指出了一条有着特殊意义的道路。 

1 罗西对城市的理解 

罗西认为城市就是一部历史的教科书,城市作为历史事件

发生的场所,它因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而得到发展,同时也为历

史事件所产生的记忆和影响提供一个巨大的载体,因此,在认识

城市的过程中,历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城市也正因为其携

带的历史信息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价值而产生意义。 

罗西的观点与现代主义的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在1933年

CIAM的第四次会议制定的《雅典宪章》中,现代主义的建筑师们

提出,现代城市的四大功能是：居住、工作、交能、休憩[图1,

图2],可以看出,现代主义者以功能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或

是极少考虑城市所包含的历史和文化的意义,他们更多的是从

城市的功能分区和交通组织等问题上去考虑一座城市的合理性,

现代主义者以一种功能主义的态度去设计和思考城市,功能成

为了他们所认为的更有意义的因素,而其它的一切都从属于功

能以达到了种表面上和合理性。罗西在书中批判了这种他所称

之为的“幼稚的功能主义”,他认为,如果我们想阐明城市建筑

体的结构和组成,我们就不能从功能的角度来解释城市建筑体,

一些重要的城市建筑体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甚至某

一特定功能已不复存在,如果以功能主义的观点,那么这些城市

和建筑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但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些早期设定

的功能变化甚至消失的城市和建筑因为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历史

和文化价值反而变得更为重要。罗西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功能主义的弊病,他指出,按照天真经验主义所支配的功能主义

的概念,功能汇集了形式,功能本身构成了城市和建筑,这样城

市中的许多纪念物和建筑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城市也因此而

失去了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延续性。 

罗西的《城市建筑学》出版的1966年正是现代主义发展到

顶峰的时代,在功能主义的指导下,很多城市都以一种不正常的

速度发展着,罗西在这样一个时期将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引入认

识和设计城市的领域,无疑给现代城市的发展注了一剂镇定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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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 

 

图2 柯布西耶的阿尔及尔城市规划 

2 罗西对城市与建筑的关系问题的理解 

因为标题是《城市建筑》,我们很容易把这本书理解为一本

关于城市规划的著作。然而,阅读的结果是：与近代城市规划理

论的基本方向相反,罗西恰恰是在用一种非常机智的方式回归

到建筑师的历史地位中去;他大概不会喜欢那种由规划师包办

城市而建筑师只管单体建筑的局面。至于研究方法,也与古人的

做法比较相似,那就是把城市问题约减为建筑问题,并把建筑问

题限制在形式方面;他最后也谈到了经济问题和土地所有权问

题,研究的结果却导致了对这些因素的排除。 

罗西的起点是古典建筑学特有的起点,根本特征在于把城

市问题转化为建筑问题,认为城市是与建筑性质相当的同构物,

是放大了的建筑。 

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把城市的营造归结为房屋的营造,

并把房屋的营造归结为城墙、公共性建筑,以及私人住宅。对他

来说.城市问题就是建筑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阿尔伯蒂用的是

比拟的方法表达了城市与建筑的关系：“正如前人所言,城市就

像一幢大房子,而房子则像一个小城市。”一直到19世纪初期,

在迪朗的讲义中仍可找到类似的说法：“正如墙壁、柱子是构成

建筑物的元素一样,建筑物是构成城市的元素。” 

根据罗西的观点,城市的美学由建筑的品质决定,而建筑的

又必须从城市的建筑中吸取设计的元素以达到与城市的和谐统

一。罗西认为,城市的整体形象比建筑师个人的英雄主义式的表

演更为重要。城市与建筑的关系并不是现代的城市规划和建筑

设计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城市规划的方针政策指导建筑设计这

样一个单向的关系,两者应该是一个同构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

而达到城市持久的发展。 

3 罗西对建筑设计的理解 

根据上面的论述,罗西对建筑的认识并不是单一的,他认为

建筑应该放到大的城市背景里去考虑,设计一栋新的建筑也并

不只是建筑师的创造活动,也不应该像现代主义建筑师那样,把

建筑当成一种与传统脱离的功能与形式的游戏,而应该考虑整

个城市环境,从中找出与古代的伟大建筑有联系的元素和类型

运用到建筑设计中,这样才能创造出与城市整体形象相谐调的

建筑,这样的建筑也因其与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有了内在的联系

而具有了持久的魅力。这就是罗西所推崇的类型学的方法,即

“模型——类型——模型”的设计方法。 

罗西的建筑类型学,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了瑞士心理学家荣

格的原型心学的影响。荣格有关原型的概念意思是说,人类世世

代代普遍性的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积淀”在每一个人的无意

识深处,其内容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是历史在“种族记忆”

中的投影,而神话、图腾等往往“包含人类心理经验中一些反复

出现的原始表象”,这种“原始表象”(primordial image)荣格

称之为“原型”。荣格认为原型其实就是人类精神和心理的一种

“祖型重现”因为在荣格看来,“…每一位文明人,不论其意识

的进展如何,其心灵深处仍然保有古代人之特性。正如人体与哺

乳动物所具有的关联性,以及许多须溯源至爬虫时代的早期进

化阶段所遗留下来的残余特征一样,人类的心灵亦是进化的产

物,倘若我们追溯其来源的话,我们一定会发现它仍然表现出无

数的古代特征”。  

荣格的原形理论使罗西看到了人类亘古以来所具有的共同

经验蕴涵的巨大。罗西就是这样,运用抽取和选择的方法对已存

在的建筑类型进行重新确认、归类,从而形成一些新的类型。他

认为用这样的方法,城市的建筑就可以简化为有限的几种类型,



工程管理 
第 3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91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而每种类型又可以还原成一种理想主义或者说是理性主义的简

化形式。因此,每一种建筑,从宫殿到茅屋,都可以变为一种单一

的“房屋”类型,而这一类型又可以约简为更为简化的几何形式。

从而所有现存的“房屋”都变成一种单一公式般的永久凝缩。

这就是建筑的原型(archetype)。 

同时,罗西还认为类型学要素、要素的选择,过去、现在和

将来都要比形式风格上的选择重要。类型的概念是建筑的基础,

它是永久而复杂的,是先于形式且是构成形式逻辑的原则,大多

数现代建筑师试图创造新的类型,甚至创造严格的原型。罗西则

不然,他对简单创造新的类型没有兴趣,而是试图恢复那已经存

在的类型,并在已存在的类型中选择,对其进行抽取,再形成一

种“新”的类型。他深知,这些被抽取出的类型是经过了历史的

淘汰与过滤,是人类生存及传统习俗的积淀,由此,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它不同于任何一种历史上的建筑形式,但又具有历史因

素,至少在本质上与历史相关。与建筑师脑中意象的“新类型”

相比较,它具有更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罗西还认为,即便

所有的建筑形式都简化为类型,也没有一种类型与一种形式等

同。简化还原的步骤是一个必须的、逻辑的过程,没有这样的先

决条件,形式问题的讨论是不可能的。 

罗西的这种建筑设计的思想试图将一种充满意义和理性的

语言带入到建筑的设计手法当中,并将这一此都编织到传统的

城市之中去,这种在现代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另辟蹊径的思想正

是罗西思想强烈的吸引力所在。 

罗西的城市建筑理论诞生于五、六十年代的意大利,当时建

筑界开展了一场有关城市理论方面的争论,罗西对此十分关注.

并把他的兴趣和情力都集中在传统城市的保护与更新的研究上,

而不是新城市的规划和设计上。对罗西而言,生活和工作在每天

都受到传统强烈熏陶的环境之中,这似乎才是他完善教育陶冶

性情、发挥才华的乐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使得他

的理论带有明显的历史、传统特征。他将意大利建筑理论中理

性主义的优良传统带入到了当时国际上略显浮躁的现代主义理

论之中,为现代城市及建筑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但这随

之也伴随着他理论局限性的出现。 

4 罗西的理论适用范围的局限性 

在《城市建筑学》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罗西的研究对象

大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积淀的欧洲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大多始

于中世纪或更早,定形于十八世纪左右,大多数的房屋采用砖石

结构的多层建筑,城市的功能齐全,道路及其它基础设置完善,

为使其改造成适应现代人生活的都市提供了先决条件[图3]。这

个主要的原因使得罗西有其建筑理论和设计方面不主张创造新

的类型的原则变得顺理成章,但这种原则似乎只限于欧洲的部

分城市,对于其它地域的传统城市,罗西的理论中的一些原则就

难以成立。比如,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用罗西的理论来指导实践

就会难以实施[图4]。在中国的一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中,道

路狭窄曲折,缺少完备的基础设施,城市住宅拥挤,虽然其中有

许多精彩的古建筑,但也只能将作为博物馆保存下来,难以按罗

西理论中所期望的那样也为发展着的,有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发

生着的场所,当新的文明波及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也不得不在老

城边另建新城。要是像有些城市有久考虑的将这些古城强行进

行现代化的改造,由于中国古建筑材料先天性的限制,事必造成

改造过程中大量古建筑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街区的风貌

很难得到维持。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罗西理论适用范围的局限性,

他的理论是针对一些有着悠久历史,并具备改造条件的城市。 

 

图3  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 

 

图4  中国城市武汉 

5 罗西的理论指导实践的局限性 

罗西的理论的根源来自于意大利传统的理性主义的建筑传

统,这一渊源关系使得罗西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历史的延

续性是罗西的众多理论中最为基本的一条,这是他理论研究的

立足点所在。罗西认为建筑设计一定要与历史发生关系,这里的

历史不是指一个真实的历史元素,而是指一种超越时空的历史

感,而达到这种历史感的方法正是他所推崇的类型学的方法,这

一方法要求设计者在设计一栋建筑之前必须对传统建筑中优秀

作品进行一个归纳总结分类的过程,即一个严格的理性的抽象

过程,以此来得到一种适用于当前建筑设计的类型,然后通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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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的演变产生一栋新的建筑,罗西甚至认为,没有历史延续

感的建筑不能算是真正的建筑,这使得建筑设计在某种程度上

受到了历史传统的压制而变得有些沉重。再加上罗西的这种类

型学的方法表面上可以说是一种绝对理性的方法,罗西甚至认

为自己设计的过程也是一个严格的理性演绎过程,但从类型学

的操作方法上看,选什么样的建筑作为类型提取的对象,又按什

么样的方法将这些类型转化为最终的建筑形式,这些过种中很

难做到严格的理性,而且罗西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为读者指出

一条具体操作的原则,这也使得建筑师们按他的理论进行具体

的建筑设计时会遇到一些困难。 

 

图5  底里埃斯特市政厅 罗西 

 

图6  佩鲁贾贾社区中心住宅综合楼 罗西 

在建筑领域,罗西既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也是一个出色的

实践者,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罗西几乎保持着一个完美主

义者的姿态,他不像很多的建筑师那样,在实践的过程中,不自

觉地偏离了自己所持的理论立场,罗西的建筑似乎就是为诠释

他的理论而设计的,但这种严格地按理论行事的方法也使他的

建筑带有一些理想世界的浪漫色彩和乌托邦的情趣。罗西的建

筑由于过于追求历史感和抽象性,使得他后来的建筑作品本应

具有的表现“集体记忆”的那种引起人们心灵共鸣的永恒感变

得过于严肃晦涩,使建筑与公众产生了一种与罗西的想法相反

的距离感,这种情况反而使提罗西理论的真实意义受到损伤,这

也体现了罗西的建筑理论在指导实践过程中所具有的一定的局

限性[图5,图6]。 

6 结语 

不管历史如何评判,罗西《城市建筑学》一书在建筑的发展

史上所具有的影响力是不能被忽视的,虽然有很理论家对罗西

的理论局限性提出质疑,称他的理论为“冰冷的理性、苍白的真

理、空洞的存在”,但他所企图建立的城市建筑的思想体系—一

种充满着理性和意义的语言,井把这一切编织到传统城市之中

去,是足为楷模的想法。罗西的理论并不能认所有的建筑师和理

论家信服,但他在现代主义盛行的国际建筑环境下掀起的理性

之风对现代城市和建筑的发展意义深远。 

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真理,只要事物在变化,问题也就要一直

不定地探讨下去,罗西的新理性主义的城市观和建筑观只是一

个好的起点而并不是终点,在城市的永不停息的发展过程中,城

市与建筑的众多问题将会不断的被更加深入的研究下去。以上

的一些观点也只是对罗西建筑理论探讨的一家之言,只望有所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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