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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Settlements and the Matte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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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an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

cial”, “the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matterology”, and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

tem construction of design discipline in the new era. Firstly, by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proposition and rele-

vant achievement of “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 “the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matterology” were back-

tracked, and VOSviewer was used to analyze their development in China, focusing on clarifying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application and its impact on academia and industry in different degrees; secondly, by using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t 

start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thinking and research approach one by one, focusing on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onness of these three in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and then it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se three had identity in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thinking and research approach. In conclusion, “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 “the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matterology” have identity in theor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 should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common basic theories of world design discipline, “the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matterology” should be regarded as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Solution” of 

the world desig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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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年前，在“设计艺术学”二级学科语境下，

笔者曾萌发了对“人居环境科学（The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和“人为事物科学”的比较与

探讨[1]。10 年前，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设计学独

立为一级学科，并可授予艺术学、工学学位，这极大

地推动了我国艺术与设计的学科发展、理论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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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和产业实践。今天，设计的语境已发生了显著

变化，设计研究的新范式方兴未艾；而“人工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已被译介到中国 34 年，“人

居环境科学”已被提出 26 年，“事理学（Matterology）”

已被提出 19 年。适时回望经典理论，再梳理、再比

较、再思考，或许对新时代设计学科理论体系建设有

所裨益。 

1 “人工科学”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1.1 “人工科学”的提出及引进 

美国学者 Herbert Simon 意识到，不同于自然现

象 ， 人 工 现 象 具 备 易 受 环 境 改 变 的 “ 权 变 性

（Contingency）”。他在研究管理与组织时发现了“人

工性（Artificiality）”问题，并认识到该问题并非只

是管理与组织领域所特有的问题，而是众多领域的共

性问题；进而提出了“人工科学（Science of Artificial）”

的概念。Herbert Simon 将“人工科学”界定为独立于

科学与技术以外，旨在研究人工物和人工现象的第三

类知识体系，并且将其区别于自然科学，是“设计的

科学（Science of design）”。1969 年，“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2]一书的出版，不仅是一次拓展“科

学”范围的有效尝试，而且促使“设计科学”在国际

研究上达到了第二次高峰。 

Herbert Simon 本人并未将“人工科学”直接定

义为“广义设计学”，但是“人工科学”却是作为一

个“广义设计”的概念被引入我国，并从设计学的学

理角度展开探讨，成为国内对设计行为、设计哲学思

考的“大设计”的主要线索之一 [3]。其代表作“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在 1987 年被出版为两个中译

本（“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修订版第二版的中

译本）：杨砾将其译为“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4]，

强调“适应性”，即对是否“人为事物”的判断取决

于研究层次和视角的不同，因而在明确不同事物、不

同学科内涵之前，“人为事物科学”存在更大的解释

余地；武夷山则将其译为“人工科学”[5]，强调物的

“人工性”，即人工之物之所以区别于自然之物，并

不在于物理的结构和化学的成份，而在于投射出了人

的观念和目的性，凝聚了人的力量、劳动、制作与创

造。该书主要基于 Herbert Simon 以往研究成果和两

次讲稿整理而成，“人工科学”提出的时间正处于“第

一代设计研究”与“第二代设计研究”的过渡阶段[6]。

2004 年版的《人工科学：复杂性面面观》[7]（“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修订版第三版的中译本）还增

加了“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相关主题，并揭示

出人工性和层级对复杂性的意义；此外，还补充了

1981 年以来有关认知心理学、设计科学等领域的研

究进展，增加了作者对经济系统中组织和市场不同作

用的认识等内容。 

此外，20 世纪末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学·设

计·艺术教育丛书”，在国内设计与艺术学界引发热

议。其中，在由马克·第亚尼主编的《非物质社会：

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8]中，收录了《设

计科学：创造人造物的学问》一文，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推广了相关理念。 

1.2  我国“人工科学”相关的文献计量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简称 CNKI）期

刊中文文献为数据来源，检索条件为 SU= '人工科学

'+'人为事物的科学' OR RF='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

cial'+'人工科学 '+'人为事物的科学 '+'人工科学复杂性

面面观'，排除部分无关文献后，获得中文期刊施引文

献共计 627 篇。其中 1983 年的《关于日本人工智能

研究的若干问题》[9]是首篇以“人工科学”为主题且

是首篇引用“人工科学”相关专著的期刊文献，提及

“殆可分解系统”；1992 年的《城市规划方法论的

思想基础》[10]是首篇参考“人工科学”与“设计”相

关的期刊文献，比较了有限理性说与城市规划方法论

间的共通性。 

通过 VOSviewer 进行可视化分析，在国内关于

“人工科学”研究的 627 篇文献中，共出现频次高于

或等于 2 的关键词有 285 个，按关联性强弱选取前

100 个关键词的共现网络，“人工科学”研究关键词

共现网络见图 1。就网络共现的结果来看，建构于管

理学、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跨学科领域的“人

工科学”较为集中于“复杂性”“复杂系统”等主题

的研究，其次为“人工智能”“模块化”等。与“设

计”相关的研究集中在 3 个方面：（1）涉及“设计

思维”“设计认知”等的设计本体探讨；（2）涉及

“方法论”“理论构建”“整合”等的设计“范式”

研究；（3）涉及“以人为中心”“交互”“人工社

会”等的“人工设计”研究。 

Herbert Simon 提出，设计是一种思维方式，“人

工科学”是设计的科学[2]。就“设计”而言，李冬等

人（2008 年）[11]认为有关“人工科学”问题的探讨

强调对“设计元素”的层次性、步骤化分析，即“设

计”作为复杂的“创造性思维”与“活动过程”，应

具备“部分可形式化的”“可传授的”流程与方法[6]；

李彦等人（2013 年）[12]认为以“人工科学”为代表

的设计思维能促进群体间更好地协同以解决不同问

题并产生互利，还反映出“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13]，

即平衡人类目标和自然法则，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及

统一。就“设计的科学”而言，李砚祖（2003 年）[14]

指出“人工科学”虽然不同于作为学科的“设计”，

但却是设计学科的基础和主要内容，是围绕人类知识

对人类设计的一种“定性”，并将“设计”划入了科

学的范畴；代福平（2020 年）[15]认为，Herbert Simon

直观到“Design”的本质，并且这种洞察极具现象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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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工科学”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1  “Artificial Science” research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征。一方面“悬置专业”，强调“Design”不应被局限

于某一个学科，具备无界限的可能性，因而会出现在

不同设计领域。另一方面指出“Design”的目的存在道

德指向，即“现实的改善和人的自由”，这种被赋予

的情感上的“乐观”也即娄永琪（2017 年）[16]所谓

Herbert Simon 定义设计的“最迷人的地方”。  

2 “人居环境科学”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2.1 “人居环境科学”的提出及相关成果 

1993 年，针对中国城乡发展主要矛盾，吴良镛

发表了题为《我国建筑事业的今天与明天——人居环

境学展望》的学术报告[17]，首次正式公开提出“人居

环境学”。他指出“人居环境学”受人居环境建设问

题启发，是以环境和人的生产和生活为基点，研究从

建筑到城镇的人工与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的新的

学科体系[18]。1995 年，在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

心成立会议上，吴良镛强调“人居环境科学”是综合

整体的学科，需要联贯与人居环境相关的众多领域[19]，

即是学科群式的学科体系。2001 年，专著《人居环

境科学导论》[20]出版，书中明确指出“人居环境科学

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

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目的是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

以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思想的聚居环境”。 

“ 人 居 环 境 科 学 ” 的 形 成 ， 既 是 对 希 腊 学 者

C.A.Doxiads“人类聚居学”的借鉴与发展；也是结

合中国实际，为应对国内建筑、规划等实践中错综复

杂的问题所提供的解决对策；更是为适应时代发展需

要，对人居、社会、环境等问题的综合论证和整体思

考。同时，“人居环境科学”思想与理论已被运用到

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等区域空间规划中，被运用到三

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巨型工程建设中[21]，还被拓

展到与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相联系的人居文化研

究中[22]。在 2011 年出版的《人居环境科学进展》[23]

中，吴良镛指出“人居环境科学”在学科发展上不再

仅仅是建筑、规划、园林的“三位一体”，因其核心

已涉及到热环境、声环境等诸多方面，并且面对生

态、人口、经济和不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势必会迈

进“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 

2.2  我国“人居环境科学”的相关文献计量 

以 CNKI 期刊中文文献为数据来源，检索条件为

SU='人居环境科学' OR RF='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排

除“业界资讯”“吴良镛获中国最高科技奖”等资讯

报道后，获得中文期刊施引文献共计 2 298 篇，就数

量而言，人居环境科学无论从理论体系、研究范式上

均广受认可。其中 1996 年的《芒福德的学术思想及

其对人居环境学建设的启示》[24]是首篇以“人居环境

科学”为主题的期刊文献，介绍了刘易斯·芒福德学

术思想中自然观、人文观、方法论之于人居环境学建

设的启发和影响；2002 年的《上海市边缘区城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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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2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 research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间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评价》[25]是首篇引用“人居环

境科学”专著的期刊文献，将城市视作一个“复杂的

巨系统”，并从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空间模

式予以了评价。 

国内关于“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 2 298 篇文献

中，出现频次高于等于 2 的关键词有 1 075 个，按关

联性强弱选取前 100 个关键词的共现网络，“人居环

境科学”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 2。就网络共现的

结果来看，围绕“人居环境科学”的对象主要包括“城

市人居环境”与“乡村人居环境”、“建筑”与“景观”、

“社区”与“公共空间”等，围绕这些研究对象主要

集中为两个主题：（1）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涉及“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生态城市”“新农村

建设”等；（2）人居环境评价研究，涉及“质量评

价”“综合评价”“满意度”等及其评价“指标体系”

“影响因素”。 

在“人居环境科学”的主导学科中，建筑设计走

向“广义建筑学”，城市规划融贯了更多有关科学、

技术、人文等方面的学科，风景园林则向着以人为本

的“人文主义景观”发展[26]。在建筑设计领域，吴良

镛扩展建筑学概念，即由“建筑”扩展成“聚居”，

并联系建筑与社会，再明确“聚居、地区、科技、文

化、艺术”五项核心因素，形成了广义的建设问题[27]。

在城市规划领域，邹德慈（2010 年）[28]强调“人文”

的必要性，即保护历史文化环境、继承和弘扬传统、

构建适人宜居的生活环境等对“人居环境科学”中城

市规划领域尤其重要，并且因为环境质量是保证人居

环境“可居性”的最重要条件，所以城市化必须接受

可持续发展原则[29]。在风景园林领域，随着生态意识

愈渐增强，以及景观生态学等观念的渗入，面对这些

新的现象[30]，吴良镛认为其应以地景学为先驱，以生

态学为纲，面向人居环境，将人之活动纳入对环境的

研究，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实现协调，在生物学

的 基 础 上尝试 建 立 人居环 境 与 自然环 境 的 和谐关

系 [31]。此外，随着科技与信息技术的更新，“人居

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被不断拓宽，其内涵已拓展至

“人居热环境”[32]“人居声环境”[33]“人居光环境”[34]

等。“人居环境”作为“复杂性系统”的开放性特征

可见一斑。 

3 “事理学”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3.1 “事理学”的提出及相关成果 

“事理学”思想可追溯至 1995 年的《苹果集：

设计文化论》[35]和 1997 年的《工业设计学概论》[36]，

提出设计是“协调人—产品—环境”关系的“创造性

活动”，其思维是“科学×艺术的思维”，主张将工

业设计作为方法论提到“人为科学”的层面。2000 年，

《设计“设计学”——“人为事物”的科学》[37]的发

表，开启了“事理学”的认识论建构：在 Herbert Simon

的“人工观”的基础上融入中国智慧，辩证地看待“事”

与“物”的关系，视“设计”为“科学、系统、完整

的体系和方法论”，即“人为事物科学的方法论”。

它将“人”“事”“物”作为设计的三种关联要素，

并 划 分 为两个 层 次 以期形 成 一 种有序 列 的 三位关

系 [38]：第一层为“物”与“事”，是以设计为技术

服务手段，研究“物”，了解“事”，即“物→事→

人”；第二层为“事”与“人”，是以设计为人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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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的 科 学 认 知 方 法 和 人 为 事 件 的 系 统 理 论 ， 研 究

“事”，探“事理”，了解“人”的认知、思维与行

为方式，即“人→事→物”。 

事理学的理论建构，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为

“史”，由 2002 年的《汉字字体演进规律及“事理

学”初探》[39]起，以中国古代设计为对象，以金木水

火土为切入点，挖掘中国古代的造物智慧，厘清事理

学的认识论之源；一为“论”，从现代设计思维与方

法入手，揭示事理学的方法论之质，例如 2004 年的

《论重组资源、知识结构创新的系统设计方法——事

理学》[40]、博士学位论文《设计事理学理论、方法与

实践》[41]等。前者由下而上，以归纳为主；后者自上

而下，以演绎为主。《中国古代设计——事理学系列

研究》[42]和《事理学论纲》[43]先后出版，前者以史

为鉴、鉴往知来，后者高屋建瓴、论宏见远，两相辉

映，标志着事理学的确立：从“物”到“事”，强调

人与物之间的“显性关系”和“隐藏逻辑”，主张从

生活中发现、观察问题，进而分析、归纳、判断“事”

背后与人相关的“意义丛”，进而提出系统解决问题

的概念、方案、方法及组织和管理机制的方案”；从

“理”到“情”，强调人与物之间矛盾的本质，主张

将人主观、内在的“情感体验”与“价值判断”转化

为事中诸多元素间关系、客观的规律，使物既合乎“人

情”，又合乎“事理”。 

2019 年，《事理学方法论》[44]出版，其中增加

了“事理学与商品设计的评价与决策”，反映了“交

换经济”语境下，商品设计的评价、决策的复杂与矛

盾，尝试在“事理学”思想指导下，构建商品设计评

价原则与商品设计评价“目标系统”。此外，在补充

与柳冠中先生相关的部分访谈对话及之前的研究成

果，诸如“共生美学观”[45]“使用方法说”[46]等之

后，还增加了柳冠中先生近年来的研究论文，在内容

上涉及建构科技创新的逻辑理性以更好地发展工业

化社会良性服务，以及结合国家战略发展的“服务设

计”“社会设计”[47]等。“事理学”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和完善。 

3.2  我国“事理学”的相关文献计量 

以 CNKI 期刊中文文献为数据来源，检索条件为

SU='事理学'+'设计事理学'+'人为事物科学' OR RF='

事理学论纲'+'事理学方法论'，排除《事理系统工程和

数据库载体》《教学论是关于教学的事理之学》等无

关文献后，获得中文期刊施引文献 423 篇。其中，2002

年的《汉字字体演进规律及“事理学”初探》，是首

篇以“事理学”为主题的期刊文献，以汉字字体的形

式演化揭示“事理”规律；2006 年的《从设计艺术

的角度看“和谐之美”的形态》[48]是首篇引用“事理

学”专著的期刊文献，指出“和谐”是一种建立“事

理”关系的“造物原则”。 

国内关于“事理学”研究的 423 篇文献中，出现

频次高于等于 2 的关键词有 160 个，按关联性强弱选

取前 100 个关键词的共现网络，“事理学”研究关键

词共现网络见图 3。据网络共现的结果：（1）在学

科影响层面，始于工业设计的事理学在“产品设计” 

“绿色设计”“系统设计”“服务设计”等领域都受

到了回应与重视；（2）在理论建设层面，作为方法

论的事理学在“设计创新”“设计哲学”“设计伦理”

“设计定位”等诸多方面都已有涉及。 

从工业设计发展为“事理学”，除了是一种哲学

思考或是从宏观层面对设计方法的探讨以外[49]，还是

对资源、知识结构的重组，其设计对象可以既可以是

“物”，也可以是“系统”，还可以是“事”[50]。因

而无论是在“产品设计”还是在“系统设计”，亦或

是在“服务设计”等不同设计领域，都是“事理学”

思考、行为的对象。譬如，在对“物”的设计中，柳

冠中强调要完整考虑产品的生命周期以求产品与人

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27]；在

对“系统”的设计中，2012 年曲延瑞等人[51]认为从

归纳系统要素到系统层级、结构的建立，必须以产品

系统整体的目的性为引导，与“事理学”中“系统—

目的—要素—结构”的表现近乎一致；在对“事”的

设计中，2015 年何人可等人[52]认为“服务设计”的

关注点是综合的服务系统，而从单一产品的设计到服

务系统的设计，即从设计“物”到设计“事”，强调

对系统“关系”的整体设计和对系统“外部因素”的

整合设计；就国内设计学理论建设而言，2005 年杨

斌[53]认为将“设计艺术”提升到“事理学”是从理论

到方法的“设计革命”。“事理学”将设计学定义为

“人为事物科学的方法论”，强调作为“人为事物科

学”的工业设计是人类从传统工业社会向信息时代过

渡的方法论[54]，提倡从设计“物”到设计“事”的设

计思维，运用“实事求是”的设计方法达到重组知识

结构、资源以实现设计生活方式的创新本质[40]。在“设

计教育”方面，“事理学”区别“设计方法”与“设

计程序”，指出首先“Know Why”其次“Know How”

才是设计教育的根本目的[55]。 

4  三者研究内容的比较 

人工科学是一种为实现人的“可能性目标”、有

关人工物或人工现象的学科——设计科学[56]，强调其

是一种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独立于“科学与技术”

之外的第三类知识体系[2]。所谓“人工”，即通过人

的作用力综合而成，一般具有功能、目的和适应性，

可以模拟自然事物的某些表象，而在某一方面或若干

方面缺乏后者的真实性[2]。所谓“设计”，即研究由

“人”——设计主体、“过程”——设计动作、“人

工物”——设计结果集成的复杂系统的人类活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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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事理学”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3  “Matterology” research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当人工性问题关系到复杂系统，人工性与复杂性相互

交织，人工科学将研究内容聚焦于“自适应”，即如

何通过内部环境的组织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5]。内部

环境是一些可变通的行动方案，代表了可能性；外部

环境是一系列变化的参数，代表了限定性。人工科学

针对复杂系统对内、外环境加以研究，并将设计视为

一种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社会、文化、经济等一

系列人工物外部环境中的限制条件下，对材料、结

构、型态等人工物自身的物质和组织中进行选择和整

合，以期找到最优的“自适应”解决方案。 

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人为中心的生存

环境[58]，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19]。人居环境科

学的学术体系随时代发展需要，不断更新与组构新的

学科以适应并解决产生变化的人居环境及其问题。然

而在应对变化的过程中，人居环境科学成长为持续扩

大的学科群，即人居环境科学的“开放性”。然而不

同学科集成的理念、观点、方法等的差异，进而致使

人居环境科学“复杂性”特征的形成。“复杂性”还

体现在人居环境系统，包括与人类聚居密切相关的五

大系统：构建人居环境主体的自然系统、人类系统，

满足人居要求的居住系统、支撑系统，以及实现整体

圆满、达到“人文环境满足”的社会系统。各个子系

统本身又存在很多独立参数，并且其中一些参数又具

备随机性，如自然系统中地理、地形本就具备复杂特

性；人类系统中人的行为、心理等存在极大概率的偶

然特性。此外，人居环境系统的各个方面自身也在运

动变化，在科学技术、社会文化日新月异的今天，对

各个系统的定性描述亦颇具困难，但仍需要对其中的

一些变量进行定量描述，其复杂性和难度可见一斑。

而且，随着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不断提升，人们

所认知到的系统间交互作用也愈加复杂，因而各个系

统都处于混沌边缘状态，系统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 

事理学将“事物”一分为二：“事”和“物”，

并将设计问题化约为由外部因素（人、时、地、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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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部因素（技术、材料、工艺）共同形成的“关联

性”系统[36]，即目标系统。事理学以“事”为思考和

研究的起点，从生活中观察、发现问题，进而分析、

归纳、判断事物的本性，从而提出系统解决问题的概

念、方案、方法、机制；以“人”为根据，将人的需

求视为设计的原动力，通过研究不同或相同的“人”

在不同环境、条件、时间等因素下的需求，从“人”

的使用状态、使用过程中确立目标系统，然后选择造

“物”的原理、材料、工艺、设备、型态、色彩等内

因研究。“物”在生产、销售、使用乃至销毁的利用

过程中形成作品、产品、商品、用品、废品，“事”

的构成则涉及人与人、人与物及物与物之间的交互。

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进而影响人

们的行为方式；人与物之间的交互涉及人的姿势、仪

态和心理感受等；物与物之间的交互决定着一个物能

否融入原有的物系统之中，发挥其功用。“人” “事” 

“物”组成的复杂系统，各元素间相互纠缠、扰动，

关系千万重[41]。 

人工科学、人居环境科学、事理学在认识论层

面，都强调了以人为中心的复杂系统的研究。复杂性

是存在多个有意义、不确定、非周期的可区分状态，

或者说是多个有意义的可区分状态以不确定、非周期

的方式存在[59]。“复杂系统”则是以复杂性为突出“性

状”的载体、由相互作用的复杂组分或要素形成的结

构。尽管人工科学、人居环境科学和事理学都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实现了认识论突

破，但是在驾驭复杂性上，借用美国哲学家 William 

James 的话来说，它依然只是“科学的一种希望”。 

5  三者研究思维的比较 

Herbert Simon 认为人工科学是建立在“整体论

与还原论”的基础上，对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自我理

解，尝试综合、贯穿组织管理学、认知心理学、经济

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以构建出“知识与行动、

研究与改革间联系”的一种闭环，即“设计科学”[60]，

并被认为是一门综合的学科，横跨了科学技术与人文

社会两大领域，旨在通过综合“科学”与“技术手段”

从而形成系统的设计知识，它研究人与人、人与物、

物与物的关系，关注事物“应当如何（Should Be）”[61]。

人工科学指出任何为改进现有境况的活动所进行的

规划都被视为设计[2]，广延“设计学”概念，形成“广

义设计观”[62]。在此基础上，1998 年杨砾和徐立在

《人类理性与设计科学——人类设计技能探索》 [63]

中，将“设计科学”作为“广义设计学”引入国内，

进而将“设计科学”界定为“新兴交叉科学”，强调

其与设计诸多领域、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和外的整体

逻辑关系。 

人 居 环 境 科 学 是 一 种 关 于 整 体 与 整 体 性 的 科

学，具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特点。所谓“整体”，

指人居环境科学虽然是由众多学科交叉构成的学科

群组，有着不同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存在“创造

宜人的人居环境”这一相同的宏观目的。所谓“整体

性”，一方面指人居环境研究是从政治、社会、文化、

技术等各个角度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而并非只

涉及人类聚居的某一层面或某个部分[16]。另一方面是

在以问题为导向以期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人居环

境科学形成了“融贯和协同集成”的主要方法论，强

调“整体思维”与“普遍联系”，即“融”与“贯”。

在整体思考的前提下，融合多方面，寻找到解析问题

的广泛结论，贯穿学科间相互关联的内在关系，叠合

多层次，磨合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从而产生出“整

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结果。因此，人居环境科学被认

为是系统整体的复杂性科学。 

在事理学的视界内，“设计”是一门科学、系统、

完整的体系，所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种人和物组成的复

杂系统。柳冠中先生指出，一个完整的人为事物不能

被割裂开来看待[36]，就“人”而言，社会学中有大众

群体—个体的视角、经济学中有完全理性—有限理性

—非理性的视角、伦理学中有人欲—人性—人道的视

角，各学科关于理解“人”的分类虽然有利于对“人”

各个侧面的认知，但是却割裂了对“人”的整体性认

识，但事理学强调要“融汇”各学科对人的解释性知

识、在具体问题的问题情境内发现“系统、综合、整

体性的人”；就“物”而言，“装饰观”注重外在物

化表现、“造型观”突出形态构成要素的组织变化、

“技术观”强调产品制造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地位、“商

品观”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些观念突出或夸大了个

别元素，破坏了“物”的均衡与和谐，形成了错误的

设计观，只有通过对“物”的功能、材料、构造、工

艺过程、技术原理，以及形态、色彩等因素进行系统

的整合处理，才能实现设计的全面价值。 

任何科学问题，在没有得到解决之前都是复杂

的，而复杂性科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找到合适的思维

角度，使原本复杂的问题有限化、简单化。人工科学、

人居环境科学、事理学的思维定位就是依照实际存在

的客观复杂，在不囿于具体繁琐事物的同时，又注意

到表面“风马牛不相及”的诸多要素之间的深层关

系。以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为指导，研究如何认识

复杂性，如何消减复杂性。 

6  三者研究途径的比较 

面对复杂性人工问题，人工科学意识到研究“自

适应”时除了将人工物的内环境和外环境分开，也无

可避免会将“适应性”与目标相关联，因而与“设计”

产生联系，并且“自适应”研究活动背后的原理构成

了“设计科学”[64]。“设计科学”是以设计的科学引

导设计研究，以科学的设计促进设计实践，是从人类

设计技能这一根源出发，研究和描述真实设计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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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和特点，从而建立一套普遍适用的设计理论[61]，

即将“设计科学”视为解决复杂性人工问题的方法

论，在用于解决复杂性问题时，其研究过程在于设计

技能的科学探索、设计过程的科学解释和设计任务的

恰当描述：在什么样的设计活动——设计任务的恰当

描述、在设计的什么阶段——设计过程的科学解释，

应用哪些经验方法和科学方法，以及如何应用这些方

法——设计技能的科学探索。此外，人工科学还指出

“许多复杂系统都拥有殆可分解性和层级结构”，使

得研究者能够用产生复杂系统的基本子系统所对应

的有限的基本成分表来构造“树状结构”，并对目标

状态进行描述，将复杂系统结构中存在而又不明显的

冗余性明朗化、简单化。因此，人工科学将“自适应”

问题的解决过程、复杂系统的殆可分解性、层级结构

性和设计问题联系到一起，将“设计科学”转化为“对

目标系统的确定”与“重组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在

求 解 时 强 调 了 系 统 的 整 体 突 现 性 （ Holistic Emer-

gence）和系统的等级层次性（Hierachization）。 

解决人居环境这一复杂系统的问题，同样涉及到

层次的划分。从传统建筑学到人居环境科学，是单一

学科向广义综合学科的转变[65]，这种“综合”除了概

念上的扩展，还涉及基本要素的选择[66]。C.A.Doxiads

指出，进行选择最好的可选因素的适当的方法必须基

于对尺度的区分和对可选因素的减少，也即 IDEA

（Isolation of Dimensions and Elimination of Alterna-

tives）方法。针对大量的可选因素，必须采取连续不

断的步骤才能成功完成目标，为方便 IDEA 方法的运

用，通过结合 CID（Continuously Increasing Dimen-

sionality）方法，在每一步骤排除与该步骤的范围不

能协调一致的维度，作为 IDEA-CID 方法。应用于人

居环境领域，首先要考虑好人居环境系统的层次架

构，或层次组织性。吴良镛先基于 C.A.Doxiads 提出

的人类聚居的分类框架，进一步将人居环境研究化分

为 5 个层次：全球—国家与区域—城市—社区（邻里）

—建筑。然后在不同层次上选择不同的状态描述，从

而确定了相应的变量。基本上是从“区域—城市—社

区”这一部分的矛盾与危机入手，将复杂的系统分解

为社会经济发展、城乡空间环境、生态环境保护、地

区建筑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等有限方面，再根据相应

的经济观、社会观、生态观、文化观、科技观，抓住

主要矛盾，在有限目标上形成行动纲，从而采取对应

的具体措施。然而长期困扰建筑设计人员的材料、工

艺、结构等技术层面的问题，通常在最后的环节才予

以考虑，这样更有利于建筑设计的合理性。 

事理学提倡的研究路径是“实事—求是”[67]，而

建立“实事求是”的过程，就在于“观察、分析、归

纳、联想、创造、评价”的基础上的“目标系统法”[68]。

“实事”是发现和定义问题，是搜寻不同人群在不同

时间、不同环境中的需求以确定设计目标，即构建目

标系统，将不明确的用户需求、零散的外部因素串联

起来，使复杂问题条理化和层次化；“求是”是解决

问题，根据设定的目标系统选择造“物”的内部因素

构建产品，从开发制造，历经行销贩卖，直至使用抛

弃。再通过目标系统，评价“求是”的过程和结果，

即“事”是“人”对“物”评价体系的新平台。具体

包括 4 个方面。 

1）不同“人”的限定性描述与分析定位：制造

者、营销者、管理者、使用者、维修者等利益相关者。 

2）不同“为”的限定性描述与分析定位：动作

目的、动作姿势与状态、动作程序与过程、动作环境

与条件、动作时间点与时间域等。 

3）不同“事”的限定性描述与分析定位：行为

对象、行为环境、行为条件、行为时间、行为目的等。 

4）不同“物”的限定性描述与分析定位：物的

形成原理、结构、材质、制造工艺、形态、色彩等内

部因素，以及作品、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物”

的系统。 

问题求解需要在同一复杂现实的状态描述和过

程描述之间进行连续的变换。通过给出解的状态描述

来提问，任务则是发现那些将使初始状态过渡到目标

状态的系列过程。就过程描述而言，人工科学基于“层

级世界观”按照“树状结构”进行理解与分析，人居

环境科学基于定量原则将物理空间尺度作为划分的

标准，事理学则基于定性原则将复杂系统抽象为人、

事、物几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尽管三者选择过程描述

的尺度不同，但是在状态描述上，都了复杂问题的简

单化求解。从过程描述向状态描述转换，使研究者能

够认识到什么时候取得了成功。从方法论的角度看，

等效原理是科学研究中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而等效原

理的精神，就是“物理上真实，数学上简洁”。 

7  三者的同一性 

人工科学、人居环境科学、事理学都是复杂性科

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为事物”“人居环境”都属

于复杂系统。系统学说由 20 世纪的系统论、控制论、

信息论经，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复杂巨系统、

突变论、混沌科学和其他自组织理论，发展成为现今

的“复杂性问题”。在系统途径下，人工科学被提出，

城市设计和工业设计也发展为人居环境科学和事理

学，当面对各自的“复杂性问题”时，三者在研究内

容、研究思维及研究途径上具备同一性。 

就研究内容而言，设计科学是由“人”“过程”

“人工物”组构而成的复杂系统，人居环境科学是由

“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

“支撑系统”组构而成的复杂系统，事理学则是由

“人”“事”“物”组构而成的复杂系统。尽管组成

要素不同，但是都体现出系统论是整体论和还原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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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统一的特点，即系统既然是多元而一体的，那么其

内容结构就具有可分性[69]。 

就研究思维而言，人工科学主张融合科学技术与

人文社会两大领域中与设计相关的知识；人居环境科

学要求以建筑学为中心，综合集成其他外围学科相关

部分；事理学强调完整的解析“人”与“物”。由此

可见，三者在面对复杂的设计问题时，在不囿于具体

的繁琐事物的同时，又注意到表面“风马牛不相及”

的诸多要素之间的深层关系。尽管思维的角度不同，

但是都将“系统整体”作为了研究思维的定位，使“风

马牛”相及，有利于指导如何认识复杂性及如何消减

复杂性。 

就研究途径而言，三者都具备过程有序性。人工

科学强调以设计的科学引导设计研究，以科学的设计

促进设计实践，也已有形成标准的过程范式；人居环

境科学结合经验实证和抽象推理，以物理空间尺度为

划分的标准，由宏观到微观，有限分解复杂问题，这

样比较直观，也易于为人理解；事理学则是将整个复

杂系统抽象成“人”“事”“物”几个较为抽象的概

念，将“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新视角来解析研究过程。 

8  结语 

自《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

颁布以来，随着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设计学独立

为一级学科，设计理论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设计实

践领域新疆域不断拓展，设计学科的经济贡献率、社

会影响力也不断提升，“中国设计共同体”（李立新，

2018 年）[70]、“中国设计学派”（邹其昌等人，2018

年；杨先艺等人，2019 年）[71-72]的愿景得以提出。

人居环境科学和事理学不仅是我国原创设计理论的

前沿探索，在研究时间上也大幅先于设计学一级学科

的建立。在理论脉络上，人居环境科学借鉴与发展了

C.A.Doxiads 的“人类聚居学”，事理学借鉴与发展

了 Herbert Simon 的人工科学；在理论应用上，人居

环境科学和事理学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学界和业界

的认同和应用；更为关键的是：人工科学、人居环境

科学、事理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思维及研究途径上具

有同一性。因此，笔者大胆提出：将“人工科学”作

为世界设计学科的共性基础理论，将人居环境科学、

事理学视为世界设计学科理论体系中的“中国智慧”

与“中国方案”，或将成为设计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

一种可能。 

基于人工科学、以“复杂性问题”为导向，建设

世界和中国的设计学理论体系，在运用分析还原方法

的同时，还需要克服分析还原方法的局限性。将任何

设计对象都作为一个系统整体，以及作为系统整体的

一个组成部分进行分析，致力于探寻设计学的最普遍

特征和最普遍规律，尤其去揭示一些不同行业、不同

领域的设计师所理解的更一般、更融贯、更基本的东

西，从而勾勒出整个设计学科、整个设计存在的总体

特征。例如设计学科的整体突现性、设计系统的等级

层次性，设计的整体性思维、可分性结构、有序性过

程等。当然，“人工科学”可能只是设计学科的共性

基础理论之一，而不是解决复杂性问题的万能钥匙；

人居环境科学和事理学，是思考不同对象的复杂性的

同一方式与途径，也将呈现出更多的方式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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