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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目的的 以设计中的平面化思维为启示，从建筑物及其构筑物的视点出发，探讨空间设计平面化思

维的内涵、意义和方式。方法方法 从构筑物的本体，包括体量、边界、空间、形态以及添加的装饰等方面，分

析了空间平面化的策略。结论结论 空间设计平面化是“现代空间设计在追求空间本体的形态，以及空间涵

义的表达之后，回归平面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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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nspired by the planarization thoughts of design，and from the viewpoints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its broad concept-structure，it discussed the background，connotation，and the ways of realization. Methods It

analyzed the strategies of space planariz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tructural body，including mass，boundary，space，shape，

and decoration，etc. Conclusion The space planarization is "a process of returning to the flat plan after the space design

emphasizing on the spatial morphology and expressing the spatial conno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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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一般是指包含了三维因素的物质存在形

式。建筑是包含空间的容器，也是最常见的空间物化

形式。就空间设计的研究来说，建筑学有很长的历

史，从理论方法来说也是相对完整的。这里所说的空

间设计概念，是以建筑物作为参考本体，其他不同尺

度、不同类型、包含了空间因素的人造“构筑物”，如橱

窗、包装盒、雕塑等，也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建筑物。

空间设计的平面化策略，主要代表了一种“反空

间”设计的思维方式，和当下强调和表现“空间”的空

间设计的主流意识相反，也许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对

帮助认知空间设计也有一定的作用。

1 空间设计的平面化沿革

在建筑空间发展史中，空间和平面化的关系有3

个主要阶段：平面化的空间—走向空间的表现—空间

的平面化。

1）20世纪初以前。一方面，由于建筑结构技术的

限制，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没有分开，墙体要担负承

重的功能，空间没有得到解放；另一方面，维特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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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十书》中的“坚固、实用、美观”一直是建筑遵循

的古典三原则。建筑在设计上注重比例、尺度以及表

面装饰性这些关系“美观”的因素的表达，对内部空间

性的表现是弱化和无意识的。比如古希腊、罗马神庙

建筑所体现的和谐、完美、崇高，通过比例优美的柱

式，精致的雕刻，庞大的体量来体现的，并不是以空间

作为建筑艺术直接表达的结果。

2）20世纪初以后。肯·弗兰普顿在《建构文化研

究》中认为，直到19世纪末，才有西方学者开始认为建

筑的本质是创造空间[1]。而建筑史学家杰迪翁的《空

间，时间和建筑》，被认为是普及了空间作为建筑设计

的根本的观念，以至于建筑设计逐渐就等同于“空间

设计”。在绘画艺术领域，与20世纪初不断趋向于空

间表达的建筑艺术正好相反，从16世纪文艺复兴以来

讲求空间和透视的西方绘画，这时候出现了平面化的

趋势。在建筑和绘画领域不同的“空间-平面”转向之

下，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同样是在20世纪初产生，强调

点线面的抽象艺术理论。不论是对建筑还是绘画，产

生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是建筑由平面走向空间，

绘画由空间走向平面的重要的形式理论基础。

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进入了数字

时代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以网络和电脑为代表，具

有速度但缺乏深度的传播和快餐式阅读为特征，整个

文化都有平面化发展的趋向。由于人们所面临的文

化平面化趋向，精英的声音被喧嚣的大众声浪吞没[2]；

另一方面，从空间艺术的本体发展来说，厌倦了现代

主义建筑以来对空间性的习惯性表达，厌倦了对空间

技巧和空间意义无止境的诉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对于绘画艺术来说，“进入新图像时代，纸张作为平面

的载体，其平面属性愈加受到重视[3]”。缘起日本画家

村上隆的超平面风格，首先影响了当时的美国设计

界，而以妹岛和世、伊东丰雄等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建

筑师，也开始有意识的在空间设计中运用平面化的方

式。在国内的设计领域，随着设计多元化融合和跨学

科交叉，产品设计中出现了一种平面化的思维趋势[4]。

在广告创意中出现了游戏化倾向，其中“平面化”是游

戏化倾向的主要特征之一[5]。

2 空间 和“深度”

在人的实际空间活动中，对空间深度的感觉来源

于视觉体验，和实际距离并没有绝对关联。比如人在

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靠目测了解空间的

实际距离的，因此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认为：深度不

可能来自物体，也不可能被意识规定在物体中，只能

用身体去感知[6]。

在空间设计中，空间深度和距离、面积没有直接

关联。空间的深度，是由空间中的分隔产生的，而深

度的度量，是由分隔的具体形式决定的。比如在传统

的中国园林空间设计中，通过隔墙、廊道、树木等景观

要素对空间进行分隔，作为情节结构的手段，来引导

人的行进路线以及逐步展开视觉空间序列，从而在不

大的园林空间里，创造出曲径通幽的空间深度感。有

关与现代空间分析相关的几个著名理论，如Bill Hiller

的空间句法、数学上的图论以及M Benedikt可视性领

域理论，本质上都是基于空间中分隔方式的深度理

论，见图1。

在构筑物的空间设计中，空间创造、深度、分隔物

三者之间存在以下两点主要关系。（1）一般来说空间的

创造都是趋向于深度的。因为结合功能上区分的需

要，自然把盒状的空间分隔成一个个更小的盒子。（2）

空间的创造在于围合，丰富空间的手段在于渗透，而渗

透是由分隔物来完成的。在一个有限的空间范围内，

依据功能使用需要，利用隔断做不同的空间围合和渗

透，不仅产生了空间深度，也随之产生了更多的空间内

容，比如空间层次，空间明暗（明空间、暗空间、灰空

间）、空间涵义等。如果说层次、明暗属于深度的物质

性创造，那么，“空间涵义”则属于深度在精神方面的创

造。另外空间深度和时间有关，其体现的“历时性”可

以理解为：空间的深度是以时间来延续的，游览或者说

图1 密斯的柏林展馆深度分析

Fig.1 Depth analysis of Mies Berlin exhibitio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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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一个空间总要花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7]。

3 空间设计平面化的意义

对应以上所述空间深度产生的层次、明暗、涵义

以及“历时性”，拒绝“深度”，空间平面化的意义在于：

（1）减少空间层次，有助于直观性的表现空间；（2）没

有暧昧的“灰空间”，只有明和暗两极空间，便于空间

的理解；（3）没有空间内涵意义，拒绝空间意义性的诉

求；（4）减弱“历时性”表达，更短的时间内了解到全部

空间，因此空间的平面化，首先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空

间构筑物的本体构成。其次，如果从展示空间的角度

来说，弱化构筑物作为背景的图底，可以使得展示的

主体凸显，从而使展示的意指更加明确。最后，平面

化的空间，具有简单、明确的表象特征，符合信息时代

传递的要求。

4 空间设计平面化策略

4.1 平面化的基本特点

空间设计的平面化有两个基本特点，即同质化和

同时性。（1）同质化，空间中的构成要素，在形态、材质、

色彩上运用相似的构形、材料、颜色，来减少差异性的

表达。（2）同时性，空间中的构成要素在一个视点内同

时展开，产生某种“净收眼底”的“共时”的视觉效果，做

到不需要转换视点就能达到以点知全貌的效果。

4.2 平面化的具体表现手法

一个空间构筑物可以看作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

部分是本体部分，可以从体量、边界、空间、形态等几

方面的特征来描述；另外是添加的装饰部分。

1）轻。体量：在结构、材质、色彩的选择和处理上

体现出构筑物体量轻盈的特征。比如被称为“白色暧

昧”的妹岛和世的作品：在结构上考虑采用满足承重要

求的最小（梁、柱、墙体）截面尺度；在材料上选用透明

或半透明的玻璃，质感光滑的塑料板、铝板；在色彩上

多使用纯白色。构筑物空间在漫射的光线之下，体现

出轻盈、飘渺的感觉，弱化了体量感，甚至于存在感。

2）模糊。边界：用模糊的手法处理构筑物的边缘

部分和内部界面（墙体的相交线）。一种是把空间内

原来的垂直和水平界面（墙面、顶和地面）设计成连续

的界面，模糊它们之间的界限，达到某种平面化的效

果。另一种是模糊空间界面之间的相交线，使得墙

面、顶面、地面构成的三维空间趋向于二维平面。

Karim Rashid 设计的智能概念家，运用灯光效果弱化

了空间界面的相交线，室内空间有漂浮起来的感觉。

3）均质。空间：对构筑物的空间，使用了平均分

隔的方式，获得了同质的均匀空间。这样的空间是没

有主次和等级的，以部分推知整体，给人感觉无始无

终，周而复始。比较起体现历时感的等级空间、序列

空间，它具有更多的同时性因素。

4）图形化。形态：构筑物在形态的设计上，不再

具备繁琐具体的图像[8]特征，而是简洁抽象成某种图

形[8]，这也符合信息时代简洁的、数字描述的特征。丹

麦BIG公司的建筑设计见图2，远看就像许多标志排

列在一起，这种平面化的手法是针对构筑物本体的各

部分进行处理，目的是同质化、同时性地表现构筑

物。在一个视觉空间场景的设计中，使用背景处理的

手法，作为“图底”的构筑物可以更好地反衬作为主体

的展示对象。

5）戏剧化。装饰：作为构筑物添加部分的装饰，

在传统上都是突出和背景（构筑物）的差异性，因此不

是“同质化”的手法，本质上都是反空间性的。其实在

20世纪初以前，所谓的空间设计都是偏向平面化装饰

的，比如线脚做得如何精致，墙面如何修饰等，这些指

向平面性的细节装饰被无意识强化，从而弱化了场所

的空间性。

现代空间设计平面化的手法反映在装饰上，表现

为不再是专注于某个细节，比如某个门框线脚的精致

表达，而是体现在对图形、文字等装饰性视觉要素的

图2 BIG公司的建筑设计

Fig.2 Architecture design of BI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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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张、变形以及符号、隐喻式等手法的运用。在空间

本体背景之上，这些装饰性要素往往被有意识地放大

处理，和同质化的背景造成某种戏剧化的视觉冲突效

果，以达到平面化空间的目的，见图3。

6）其他。乔治·鲁斯用摄影在建筑和绘画之间建

立了一种关系。鲁斯一般拍摄的空间都是废弃的空

间，他谈到：“我就想要改建一个空间，而不是后期去制

作一个图片。我在意怎样用摄影去记录被废弃的建筑

和地方，我要在这些废弃的建筑物和地方被完全铲除

之前改造这个空间，同时把这个改造后的空间记录下

来[9]”。鲁斯的手法是在建筑和绘画中加入了摄影的再

编辑方法，来创造一种空间中的平面关系，见图4。类

似的实践，比如建筑师李巨川试图在摄像和建筑之间

建立一种关系，当然不是摄像对建筑的简单录入，而是

“当摄像成为一种建筑”[10]。

5 结语

从构筑物的体量、边界、空间、形态、装饰以及相

对应的平面化的处理方式“轻”、“模糊”、“均质”、“图

形化”、“戏剧化”，在这些貌似温柔的方式之下，隐含

的涵义是：反重力、不确定、无主次、非图像、图底的冲

突性，对着力表现空间的体量感、领域感、秩序感、具象

感、图底统一性的现代空间设计的主流概念来说，意义

都是反转的，因此空间的平面化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

平面化，而是空间走向深度之后的平面化，是对“深度”

过度之后的反思。深度之后的平面，虽然具有简洁、易

于理解、涵义明确的表象特征，符合信息传递的要求，

但是，貌似简单洗练的形式之下，由于其隐含的对现代

空间的批判性，涵义又有无限可能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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