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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对金秋野教授所著《库哈斯方法：当建筑学成为反讽批评》这篇文章的阅读,尝试应用南京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鲁安东教授在研究生一年级写作方法研究课上所讲述的文献阅读研究方法,对该文章进行研究方法分析。本文从

观(Paradigm)与论(School)两个视角,对金秋野教授的学术创作价值取向和学术研究范畴的主线进行分析,而之后对《库哈斯方

法：当建筑学成为反讽批评》这篇文章的行文结构和逻辑架构进行分析,并对文章中的论证方法进行讨论。本文的主要价值

在于尝试用文献阅读研究方法分析的方式增强学术写作的规范性并对背后的逻辑思维方式进行分析,从而达到对建筑学文献

阅读能力的提高。 

[关键词] 观(Paradigm)与论(School)、研究对象分析方法、文献“后分析” 

 

1 金秋野的观(Paradigm)与论(School) 

1.1 观(Paradigm) 

金秋野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正式开始了学术创作,

在建筑理论方向的研究主要涉及建筑学外文著作的翻译工

作。在建筑评论方向迄今为止在各类学术期刊杂志上共发表

建筑评论类文章50余篇,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着眼于当代

中国建筑实践,以批评意识追问理想家园的可能性。 

文章关注建筑师的价值取向多于作品的美学分析,关注

城市的生存状况多于单体的设计质量。如2008 年在《建筑师》

上发表的《读图时代的左手设计》一文,指出建筑师职业道德

的堕落导致了抄袭横行,使虚假的图像成为设计的载体。2009

年的《理念与谎言》一文则将批评的对象扩展到整个行业,指

出国内学院教育、设计生产、方案审批、地产销售等环节虚

夸肤浅的理念风行,权力和资本互相渗透,已经让建筑中所有

美好的价值走向反面。这一类文章直接将错乱的职业生态呈

现在读者眼前,试图唤起一种久违的理想精神。[3] 

正如金秋野自己说：“以专业知识来揭穿谎言,唤起大众

对环境的关注和讨论,以良知稀释欲望,激浊扬清,树立信念

——建筑评论的第一任务就是收拾人心。”[4] 

1.2 论(School) 

和很多本土建筑师一样,金秋野对库哈斯的建筑理论和

实践进行了深度的研究。本文是他公开发表在建筑核心期刊

上的第一篇关于库哈斯建筑理论和实践的文章,后续在2009

年发表《CCTV,一个玩笑？》和《库哈斯嘲弄了谁》,2010

年发表《不可迷信库哈斯》。 

将这几篇不同时间段完成的写库哈斯的文章放在一起审

视时十分有趣,从为库哈斯“申诉”到批判地看待库哈斯所代

表的建筑理论和思想,从对《癫狂的纽约》中所展现的反讽批

评的深度思考到 CCTV 引起的舆论口角混战,我们可以看到金

秋野对于库哈斯建筑理论的理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这种

观点的变化让金秋野更加真实也更加所能为我所理解。 

本文作为金秋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的建筑评论文章,是他小试牛刀的学术创作初端,也是他后

面几篇关于库哈斯的评论文章的始点。文中对反讽观念在建

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层次思考,并且一针见血地指

出个人反讽和自由批判对建筑学发展的巨大意义。 

2 研究对象分析及文献后分析 

2.1 文章标题：《库哈斯方法：当建筑学成为反讽批评》 

2.2 研究对象：库哈斯方法、建筑学、反讽批评 

2.3 对象分析： 

(1)库哈斯方法：文章中出现的库哈斯方法是一种隐喻,

用“库哈斯方法”来代表库哈斯的理论和实践。在文章中的

作用是作为一种研究工具,让作者可以相对具象地表述反讽

这一抽象概念在建筑学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2)建筑学：建筑学是本文探讨的目的和最主要研究对

象,通过对库哈斯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来讨论建筑学在当下发

展的一个转变——反讽批评。 

(3)反讽批评：反讽来自于文学艺术领域,将反讽引入建

筑学语汇进一步扩大了建筑学语言的讨论范畴。反讽特质也

打破了原本对于建筑学确定答案的深信不疑,即“库哈斯方

法”所之一的——是否我们所掌握的固定语汇真实地描述了

建筑和城市的历史,是否我们的语言游戏足以支持建筑学的

既有体系？[5] 

2.4 研究对象的意义： 

文章真正的研究对象是建筑学,作者借用“库哈斯方法”

(库哈斯的理论和实践),讨论库哈斯的反讽手法,来揭示建

筑学向反讽批评的转变。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讨论建筑学将

在当下如何发展的问题。 

2.5 文章参考文献： 

本文一共引用12篇参考文献,4篇为中文文献,8篇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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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献。 

2.6 引用参考文献的主要方向： 

以“库哈斯方法”为研究工具,文献则以库哈斯著作、访

谈、演讲为主线,共引用4篇文献涉及库哈斯。文献的另外一

个主线是对反讽批评的介绍,将跨学科语汇引入建筑学语境。 

2.7 文献在文中的作用： 

4篇关于库哈斯理论实践的文献([1][3][6][8])补充作

者关于“库哈斯方法”的论述；包括《现代建筑——一部批

判的历史》在内的 6篇文章([2][4][5][7][11][12])扩充反

讽批评的跨学科背景知识；2 篇文献分别站在建筑学角度

([9])和哲学角度([10])对建筑学的现状和未来建筑学发展

的可能性进行充实。 

文献的选择方向很明确地对应了作者希望在本文中探

讨的主要问题,通过对文献的后分析更容易地把握作者在文

章中的主旨思想和文章所传达的思考。 

 

3 论证结构分析及主要研究方法 

3.1 文章正文论证结构秩序： 

(1)何为反讽——正文一开始 1-4 段从文学艺术角度、

建筑学角度对反讽的界定和跨界进行讨论,并给出作者观

点：反讽批评引入建筑学语境拓宽了建筑学视野,并承认现

有语汇的局限性,有益无害。 

(2)“库哈斯方法”中的理论反讽——正文 5-8 段借用

库哈斯《癫狂的纽约》中语言的反讽,并不轻易表达清晰的

立场和明确的价值判断,来叙述库哈斯式反讽的鲜明特点,

并对《癫狂的纽约》给予极高评价。第 7 段分析库哈斯选择

曼哈顿作为研究对象的真知灼见,并提出作者观点：库哈斯

的建筑学文本中可以容纳深刻地社会批评,使建筑学的社会

批评冷静地折射出赤裸裸的真相。 

(3)“库哈斯方法”中的实践反讽——正文第 9 段整段

描述库哈斯如何对央视大楼进行“专题恶搞”式的自我嘲讽,

呈现出一种另类的戏谑。作者望眼欲穿,以“库哈斯方法”

的反讽方式顺便痛斥“故作高深和无知无畏大方展示自己的

无知可笑”的建筑师。借此机会作者终于站出来为库哈斯申

诉,并对库哈斯在央视大楼中的反讽手法给予很高评价。 

 

 

 

 

 

(4)库哈斯反讽的目标——提供反思视角。正文10-11 为

全文的转折段,作者在详细论述了“库哈斯方法”后,开始对

“库哈斯方法”的目的进行阐述。而“库哈斯方法”的目的

直指建筑学在反讽批评转变过程当中如何发展,作者趁此亮

出自己的观点：库哈斯的反讽并非是仅以建筑或者建筑师本

身为目标的,也并非为了“平息疑惑”而存在,而是通过对建

筑世界的反讽批评,为理解世界提供一种独特的反思角度。 

 

(5)批判建筑学现状——正文12-14段作者开始批判建筑

学现状即固步自封。作者通过大段的论述来痛斥建筑学存在的

诸多问题,和首段形成前后呼应的是建筑学自认为的文化独立

性是建筑文化思想常常滞后于主流文化思想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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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章结语——正文第 15 段,作者再次对库哈斯所受

的无端攻击进行辩护,并认为我们对库哈斯的评价不应该仅

仅着眼于个别建筑的成败,而应该尝试去理解这场戏谑的闹

剧。同时作者毫不留情地痛斥建筑学闭门造车,不知无畏的

现状,呼吁建筑师摒弃现代主义的道德责任。最后,作者娓娓

道出文章的中心思想：(1)改变世界的永远是少数人,坚信以

库哈斯为代表的反讽批评会对建筑学发展带来益处；(2)建

筑学很难解决社会问题,建筑师应该抛弃社会责任的枷锁。 

3.2 文章写作逻辑分析： 

作者行文逻辑缜密,利用研究对象的线性逻辑关系进行

文章布局使得文章段落与段落之间结构清晰。段落内部基本

保持预设——验证——结论(总——分——总)的叙述原则,

使作者提出的观点得到验证而有说服力。 

3.3 案例论证 

作者为了更具象地引入反讽批评在建中的应用,使用了

库哈斯的一个理论案例《癫狂的纽约》和一个实践案例 CCTV

新大楼。案例研究使文章更加易懂,也使反讽批评的引入不

显得生涩。 

 

 

3.4 逻辑论证 

作者在文章题目中给出悬置性预设——当建筑学成为

反讽批评,两个毫不相干的研究对象之间利用逻辑论证来进

行连接,即通过库哈斯的理论和建筑进行解析得到结论：库

哈斯在建筑学语境中成功运用反讽手法,所以反讽批评被引

入建筑学语境既成事实。通过对库哈斯、建筑学、反讽批评

之间的逻辑验证作者成功得到研究结论。 

4 结束语 

正文 12-14 段作者批判建筑学现状的段落显得冗长,所

占据的篇章过大,仿佛沉浸在无尽的指责当中无法自拔,此

所谓过犹而不及。文章的辞藻犀利,多以一针见血不留情面

的锋利语句提出或总结问题,十分欣赏这种文风。但过多的

个人评论使得文章颇具主观色彩。 

文章针对库哈斯在建筑理论和实践中的反讽手法对建

筑学的影响进行系统论述,如有可能,改掉标题后增加其他

建筑师在建筑理论和实践方面运用的反讽批评会使文章的

丰富度和可信度增强很多。作者给出的结论十分具有反思的

意义。以反讽和批判的视角观察分析问题,不停地切换看待

事物的方式,才能防止被体系化。引用文中维特根斯坦的一

句话：“我发现,在探究哲理时不断变化姿态是很重要的,这

样可以避免一只脚因站立太久而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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