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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在建筑方面,交互式建筑的

出现以及应用,充分体现了技术带来的改革。当代社会,人们生活质量显著提升,社会对于建筑的需求也有了明显变化,

在建筑质量之上,对于建筑功能、建设设计美感以及建筑技术的应用等方面,客观上有着新的要求与变化。一直以来,

在建筑艺术当中,认为空间是其最终的探索与追求目标,实虚共构设计,是信息化时代建筑的新型设计理念以及应用

设计,是数字化时代下虚实空间的构造方法,具有其独特的设计意义与价值,充分的反映了信息化时代下新型的建筑

空间特质。鉴于此,文章中将借助交互式建筑案例,对其所应用的实虚共构设计展开研究,并进行相应的总结,分析当代

社会交互式建筑的实虚共构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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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科技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的生产力,给整个世

界带来了重大的变化, 人类社会已经逐渐趋于交互式社

会的转变。而伴随着这一变化,人们的需求也同样有了相

应的转变, 即人们对于交互式环境的需求也逐渐显现出

来。交互式建筑的出现,则充分体现了人们的这一需求。

而实虚共构设计,在建筑设计当中,一直是其所追求的目

标之一。近几年,国际上愈加重视研究实虚共构设计,在

交互式建筑的建筑需求上,结合实虚共构设计,让建筑的

内涵与价值更加丰富,更加具有信息化时代的建筑美感,

创设了新时代建筑新形式。而观察国内有关交互式建筑

的实虚共构设计研究,发现相关的研究较少,这对于国内

建筑的发展而言,是存在一定的短缺的。信息化时代,建

筑的设计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作为建筑设计师,

也需要投入精力展开研究, 去创新自身的设计, 结合材

料、技术、设计方式等各项元素,在建筑设计中合理应用

交互式设计以及实虚共构设计, 让建筑具有永恒的实虚

美学价值,展现信息化时代的建筑魅力与价值。

当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使我们预期未来建筑设计

的重心将不仅是空间、体量的建造,而且是接口、软件的

建造, 未来建筑师所要面对的主要设计挑战将会是如何

根据不同的设计条件, 适切而灵活地转换运用可触知与

不可触知的实体（材料、对象、表皮、空间等）与虚拟（影

像、声音、网络、信息流等）设计元素的同时,如何忠实呈

现实虚共构设计在数字技术、新生活机能与形式美学结

合的构筑一致性, 并思考透过这种一致性怎样反映出建

筑在数字时代的新价值与意义, 将是厘清所谓“数字建

筑”的重要契机。

1 结合光线的实虚共构设计策略

传统建筑设计中,利用光线本身具有的透射、反射特

质,借助光影表现手法,结合玻璃幕墙材料的应用,利用光

线反射来丰富自身的色彩,将玻璃幕墙的“虚”与其他建

筑材料的“实”进行组合,构建具有独特性的建筑。如北京

富凯大厦。而数字化时代,实虚共构设计中,将光线以更

为灵动的方式融入到建筑设计中,从色彩、亮度、反差等

方面突破局限,形成新的建筑环境氛围,以日本的风之塔

为例,设计师伊东丰雄充分运用了灯光设计、塔顶的风速

风向传感器、塔底音源传感器,将光线、亮度、色彩以新技

术手段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使得风之塔建筑白天因为光

线折射而成为不透明建筑体,在夜间基于风速风向、音源

变化而产生展示形态上的变化, 让整个建筑体与环境融

合在一起, 使得建筑室内环境与室外环境的连接更加具

有统一性,创造了独特的空间氛围。

2 基于技术的实虚共构设计策略

交互式建筑的独特特征在于互动、反馈以及响应。

新时期,交互式建筑的互动、反馈、响应特征的实现,需要

依赖于数据、数据流,这两项因素的感测、反馈是交互式

建筑的关键性要素。互联网的普及, 让信息数据得以产

生、汇集、传播,其所具有的隐性的信息数据流动性特征

以及巨量特征,给了建筑设计师新的创意与建筑方向,即

利用互联网的特征,结合其数据丰富、发展性、关联性的

功能特征,形成创新型的建筑空间。如纽交所,正是网络

技术应用下的实虚共构建筑设计的典型作品。设计团队

在设计过程中,结合纽交所建筑需求,将虚拟的股市证券

信息需求,以可视化的状态体现在实体空间当中,利用科

学技术,将“虚”的股市证券信息环境与纽交所的实体空

间融合在一起,创设了新型的信息化场景。

第二,VR 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建筑空间的形态,采用数字化的技术,实现了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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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将虚实空间有效结合起来,让“虚拟”空间成为实体

空间的一体,充实着、丰富着建筑空间的内容、功能等等。

在这种形式下,建筑的空间概念产生了较大的改变。横滨

港国际客运候船大楼,就是借用信息技术,让建筑的界面

突破了墙面、屋顶、地面等界定元素,让走在其中的人产

生了不一样的建筑内部空间体验。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各

种具有特色场景的出现,给人一种新奇的体验。在横滨港

国际客运候船大楼中,其 VR 技术的运用,在前期阶段是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建筑设计以及落成,在后期阶段,则是

结合 VR 技术, 利用坡面与玻璃幕墙设计形成了虚拟的

想象的建筑空间,激发身处候船大楼的旅客想象力,给予

一种新的体验,创新新的建筑表达形式,创新了新的建筑

模式。

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应用在建筑设计的前期设计

过程中,还可以随着发展与创新,将各类要素,如声音、影

像等融入到建筑实体空间当中,从而让建筑具有互动性、

反馈性的特征,进一步丰富建筑空间的信息,让虚拟空间

与实体空间之间的界限模糊化,从而建立实虚共构机制,

形成新的具有统一性的实虚建筑空间, 这也是未来建筑

设计的新的发展方向。以 H2O EXPO 为例, 设计团队

NOX 事务所在设计过程中,也结合了信息技术,创设了不

一样的内部建筑实虚空间, 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墙体设

计,而是将其隐藏起来,行走在其中,能够与多样化的界面

进行互动,在此基础上,行人互动的行为信息、数据能够

直接在 H2O EXPO 建筑实体上,其建筑实体上安置了能

够利用光感信息的变化而内部墙面材质变化的数字装

置,这个数字装置所具备的感测与回应功能,是基于参观

者的行动、行为变化而变化的,根据行为行动幅度大小而

产生不一样的界面反馈,如雾气、冰块、水的涟漪等,在这

个交互式建筑中,其实虚共构设计中,所形成的虚拟空间

是互动空间,将其与实际的建筑空间结合起来,形成不一

样的空间环境。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建筑形态,在 VR

技术应用背景下出现了,对于建筑设计师而言,在未来的

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新型的技术,将其与建筑设计更

好的融合在一起,才能设计出具有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特

征的建筑物。

3 结束语

新时期,在科技大力发展的背景下,社会呈现了愈加

明显的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化特征,而伴随着这一变化

的是,建筑设计需求的变化。人们对于建筑需求,则有着

互动、反馈方面的变化,在这种变化形势下,建筑空间作

为建筑艺术、设计探索与追求的主要目标,需要从功能、

形态、布局等方面进行创新与改变,建立实虚共构设计的

新形式。在交互式建筑功能设计方面,需要愈加趋于多元

化、有机化方向发展。在形态设计方面,需要趋于更加自

由化方向发展,借助于信息技术,将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

以更加自由、和谐的形式融合在一起。另外,当代社会有

着明显的消费主义商业文化特征, 有着沟通与交流的主

体需求,所以在实虚共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还需要充分

考虑人的需求,考虑到人与建筑空间的平衡,不能一味的

注重虚拟化、数字化的建筑设计,而忽视了人的体验感。

在充分考虑人的感受与体验的基础上, 形成新时期的交

互式、实虚共构的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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