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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表皮到建筑表皮系统

———概念和实践的演进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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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学中，“表皮”一直不是一个清晰和单一的概念，对建筑表皮的认识和设计造成了一定的阻碍．针对这一现
象，追溯了１９世纪以来不同学者对建筑表皮概念的理解，描述了当代建筑表皮的建造实践情况，分析了当代建筑表皮理论
的成就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当代建筑表皮功能多样化、构造复杂化的特点，提出建筑表皮系统的概念．建筑表皮系统
包含了建筑中涉及围护和造像２种功能的全部构件，扩大了传统意义上建筑表皮研究的对象，更好的反映了当代建筑表皮
构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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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是一个“表皮”的时代．建筑表皮有着前
所未有的机遇．我国快速而大量的城市建设为建筑
表皮实践提供了众多的机会；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

也为设计和建造提供了更丰富的材料和更多样的

技术手段．

１　表皮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建筑学中，表皮的概念最早在１９世纪中叶，由

德国建筑师戈特弗里德 · 森佩尔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Ｓｅｍｐｅｒ）提出．他在１８５１年出版的《建筑四要素》
中，将建筑分为４部分，称为火炉、屋顶、表皮和基
础［１］．在近现代建筑理论研究中，这是把建筑这个
综合体进行系统拆解区分的，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

理论之一．这４个部分中，火炉指建筑的中心；屋顶
指支撑屋顶的荷载的整个结构系统．尽管结构系统
在很多建筑中往往参与到外墙的围护之中，但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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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的这种理论上的定义清晰地区分了结构与围

护２种对建筑的创造意义不同的系统．正是得益于
这个定义，建筑分出了表皮（ｓｕｒｆａｃｅ）这一部分．森
佩尔所述的表皮，是指建筑中对空间起围护作用的

部分，包括围栏、席子等原始的编织物以及其后来

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各种墙体．第四部分是基
础，指当时重要建筑的台座．这部分不能归入上述
的３个部分，但却在重要建筑的造型中扮演十分重
要的角色．
１８９８年，阿道夫·路斯（ＡｄｏｌｆＬｏｏｓ）在 “饰面

的原则”一文中，探讨了墙体的空间围护作用［２］．
该文关注的重点在于区分墙面的装饰与非装饰作

用，认为墙面的功能应该是空间的围护作用，并不

一定是用来装饰的．路斯对墙体的围护功能的认识
传承了森佩尔的观念，并且把装饰与围护又作了区

分，认为建筑外皮的最主要价值就在于围护，表皮

的装饰作用在路斯的批判下背上了“原罪”．这个
观念主导了现代建筑的创作达近百年，至今还在发

挥作用．
１９２３年，法国建筑师勒 · 柯布西耶 （Ｌｅ

Ｃｏｒｂｕｓｉｅｒ）在《走向新建筑》中提出，建筑有３个关
键要素：体块、表皮和平面，并指出表皮是体块的外

包，强调表皮是对体块特性的体现［３］．柯布西耶的
３个要素划分方式关注的重点是造型．在现代建筑
的早期，创造与过去不同的形体成为建筑创作的重

点．这是因为在钢筋混凝土被广泛运用以后，建筑
结构设计的难度下降，为造型提供了极大的自

由度．
早期建筑表皮的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可以看做

是对建筑这个综合体的成分及其作用的不断区分，

这种区分为之后的建筑实践提供了创新的方向．

２　现当代建筑表皮的建造实践
表皮的概念在建造实践中真正得到体现，始于

现代主义建筑中在钢框架结构上安装玻璃幕墙的

建造方式．在这类建筑的建造过程中，表皮作为部
件在工厂制作好以后，在现场挂装在框架上完成建

筑的围护．玻璃幕墙的工业化制作提高了建造的品
质和速度，创造了建筑历史上一种新的建筑外观形

态，但是，这个方法成熟以后，在工业制造的强大推

动下被过量的运用，在几十年的时间中造成了大量

看似雷同的建筑，造成了建筑外观的单一．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建筑外观的单一化、

国际化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诟病，后现代建筑思

潮呼唤对人性，自然和个性的关怀，呼吁对历史和

地域特征的回归．在这些对个性和差异性的追求
中，建筑表皮的表达作用被唤醒．从结合符号参与
城市空间的创造，到对历史的再现，到自我表达并

参与到消费文化中去，建筑表皮作为第一视觉印

象，带给人们越来越多的精神文化内涵．表皮的形
式逐渐摆脱了功能的制约，获得了自由发挥的

空间．
当人类步入２１世纪，一方面，当代的生活“表

现为奇观的庞大堆聚，实际存在的一切都转化为表

象［４］．”建筑表皮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媒介”
功能，成为建筑表达个性和商业或非商业意图的重

要途径，其本身已经成为了某些信息的载体；另一

方面，在新材料和新技术的支撑下，建筑表达方式

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各式各样奇特的建筑表皮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迎来一个“奇观”的时代．
普拉达青山店（图１，２００３）位于东京青山精品

区．建筑形体采用水晶的形状，立面将平面或弧面
的玻璃嵌入采用菱形的结构网中，建筑像水晶一般

晶莹剔透，光在玻璃上的折射和反射形成璀璨动人

的效果．

图１　普拉达青山店

阿格巴塔（图２，２００５）是巴塞罗那最耀眼的
建筑之一．建筑采用了巨大的水柱状型体，立面上
一万多块波纹金属板，给予建筑而流动的色彩．外
侧悬挂的磨砂玻璃百页，就像建筑周边一层轻薄的

水雾一，营造出朦胧而神秘的气氛来．

图２　阿格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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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图３，２００７），的形体
是６个矩形盒子结构的叠加．墙体外侧悬挂了一层
铝网，铝网的光随天气和时间充满生动的变化，轻

盈而透明，建筑的形体也随之变得朦胧起来．

图３　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

优衣库三里屯店（图４，２００９）的建筑形体为
切角的立方体，表皮分两层：外层玻璃幕墙透射着

鲜活的城市倒影，内层彩色亚力克百叶在阳光照射

下显现出明艳的色彩．色彩和倒影重叠融合，让街
区充满了活力．

图４　优衣库三里屯店

３　当代建筑表皮理论研究概况
自２０世纪末开始，建筑表皮实践的迅猛发展

让它成为建筑学研究关注的热点．
德勒兹在在《褶子：雷布尼兹和巴洛克》中提

出以折叠（ｆｏｌｄ）和弯曲（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生成空间的方
式．在这种情况下建筑是表皮就是外观本身，因此
表皮以及可以取代空间而成为建筑生成的主导

因素［５］．
ＦＯＡ事务所在所著的《装饰的功能》中将建筑

表皮分为“表面”和“帘幕”２个部分，用“表面”来
描述创造建筑形象的部分，而用“帘幕”来表示围

护空间的部分［６］．
大卫·勒斯巴热（ＤａｖｉｄＬｅａｔｈｅｒｂａｒｒｏｗ）和莫森

·莫斯塔法（ＭｏｈｓｅｎＭｏｓｔａｆａｖｉ）２００２年出版了《表
皮建筑学》，指出建筑表皮“建造”和“表现”之间的

冲突，对其形式与技术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７］．他们对建筑表皮精神和物质上的作用进行
了更加细致的区分，指出了墙体（ｗａｌｌ）、围护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立面（ｆａａｄｅ）、正面（ｆａｃｅ）、外表面
（ｏｕ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ｓ）、表皮（ｓｕｒｆａｃｅ）、轮廓（ｐｒｏｆｉｌｅ）等概
念在建造和再现中的区别．不过，对于建筑表皮构
造上的精确定义，作者却始终没有明确交待．

在国内学界，几乎在对“建构”的研究开始的

同时，“表皮”也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人们从表皮

的视角，对建筑的功能、结构、空间和形式进行重新

思考．例如，《建筑师》杂志２００４年４月的表皮专
辑，对表皮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这些讨论是一次

关于表皮的知识的精彩汇集和呈现．国内近十年来
的表皮研究中，也出现过一些从构造上对表皮概念

进行辨析的尝试，例如“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建筑

表皮是指建筑物外部的表层，通常包括屋顶和外

墙［８］．”或者“从物质－实体的客观形式分析，表皮
指的是覆盖在建筑最外层的结构，形成建筑的外部

形式［９］．”但也止步于笼统的概括，没有进行跟细
致的划分．

在这个建筑表皮奇观涌现的时代，我们亟需对

其展开深入的研究．然而，面对建筑表皮越来越复
杂的构造和越来越丰富的功能，含混的概念让我们

难以进行清晰的思考．就如冯路在《表皮的历史视
野》中所指出的：“建筑历史中，‘表皮（ｓｕｒｆａｃｅ）’不
是一个清晰和单一的概念，与此相反，它具有复杂

多样的内涵．……这种复杂状况很容易带来表皮认
知的混乱［１０］．”因此，我们需要尝试从构造上对建
筑表皮进行更准确的定义和进一步的细分．

４　当代语境下的建筑表皮系统概念
当代的建筑表皮，与人们早期的认识之间，已

经产生了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
１）功能上，当代建筑表皮已经不仅仅是空间

的围合．它承担了包括照明、通风、防潮、保温隔热、
防风、遮阳、防眩光、视觉保护、视野、安全防护、防

机械损坏、防火、能量增益等越来越多的功能［１１］，

人们对建筑室内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围护功能的

分化越来越细，对这些功能的控制也越来严格．有
时甚至将各围护功能用不同构件分别完成．

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图５，１９８７）对建筑的采
光控制非常严格，在两层玻璃幕墙之间设置了由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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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控制的遮阳系统，遮阳片能随外界光照强度自动

调整开启幅度，维持室内照度水平稳定．

图５　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

２）构造上，建筑表皮不再仅仅是一层简单包
裹，而常常呈现多层分离的状态．很多构件从围护
界面中脱离出来，改变着建筑的形象．

蓬皮杜艺术中心（图６，１９７７）将建筑结构和设
备外置，这些线型元素从围护结构中分离出来，在

空间中编织交错，在围护系统之外形成一层有厚度

的，边界模糊的包裹，模糊了建筑的体量．

图６　蓬皮杜艺术中心

实际上，当代建筑的表皮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

系统．然而，不论当代建筑表皮的功能如何扩展和
细化，仍然可以将这个系统中的作用分为２大类，
一类是围护，一类是造像．围护包括采光、遮阳、保
温、通风、防水、防潮、防尘、防火、隔声等，是对外界

不利物理环境的抵御．造像是指建筑视觉形象的创
造，通过建筑的视觉形象向大众传递某种信息．

因此，本文尝试对建筑表皮系统这样定义：建

筑表皮系统是建筑形体的外包，它包含了参与围护

和造像作用的全部构件．
围护和造像是建筑表皮的根本目的，任何参与

形象和功能创造的建筑构件，在系统目标的实现过

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将其排除在研究之外，

都无法全面的掌握系统工作的机理．“建筑表皮系
统”扩大了传统表皮研究的范围，建筑表皮从一层

单独的皮变成一个复杂的系统，包含了更多的内

容，这样才能涵盖相互关联的所有因素，才能全面

的分析建筑表皮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和功能实现的

机理．
对于绝大多数建筑而言，建筑表皮系统中存在

一个主要围护界面，它承担了建筑的全部或者大部

分围护功能，我们将这个主要围护界面称为建筑的

表皮结构．在表皮结构内侧，参与围护及造像作用
的构件称为表皮内结构；在表皮结构外侧，参与围

护及造像作用的构件称为表皮外结构．
例如，在巴塞罗那展览塔（图７，２０１０）中，建

筑表皮系统包括了铝幕墙、玻璃面板和红色铝管．
其中铝幕墙和玻璃面板形成表皮结构，起隔热隔声

的作用；红色铝管构成表皮外结构，遮挡一部分阳

光，并且勾勒出建筑形体变化的曲面，是对建筑围

护和造像作用的补充．

图７　巴塞罗那展览塔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图８，２０１３）中，建筑表皮
系统包括玻璃幕墙和玻璃内部的斜交网架．玻璃幕
墙是表皮结构，几乎完成了全部的围护作用；玻璃

内部的斜交网架是建筑的表皮内结构，为建筑提供

了良好的结构刚度，它同时为建筑立面提供了一组

斜交的白色线条，是建筑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８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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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当代建

筑表皮承载的功能也越来越多，构成也越来越复

杂，呈现出“系统”的特征．建筑表皮系统还表现出
层次性，又分为建筑表皮结构、表皮内结构和表皮

外结构等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共同完成单一部分不能独立完成的工

作；同时，建筑表皮系统又属于“建筑”这个更高

级、更复杂的系统．
因此，对于当代建筑表皮，设计和研究决不能

单纯强调功能或者形象中的某一方面，而应当重视

其“系统”的特性．只有综合的考虑建筑表皮所涉
及的各方面问题，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和策略，才

能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当代建筑表皮，并以此为基础

设计出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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