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子三元论幕墙之道 

一、 似是而非的玻璃幕墙 

什么是幕墙？技术规程上讲幕墙是悬挂在建筑主体结构之外的连续

的外围护系统。简言之是一种新型的外墙体。用玻璃板片作为墙面的，

称玻璃幕墙。为什么要做玻璃幕墙？首先是建筑自然采光的要求，要

求大的通透性；其次是建筑外立面外观的要求，要求大面积的整体的

外围护平面或曲面；第三是室内人对外面更大的视野要求；第四是高

层、超高层建筑或者体量大的建筑安装施工的简约化和工业化等。从

另外一个角度看玻璃幕墙的出现与应用，决不是偶然的现象，是一个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因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人们的物质

精神生活有了需求，建筑技术、材料等物质基础又具备了实现其需求

的条件。市场有了需求与购买力，玻璃、金属、高分子等新材料需要

推广应用，建筑设计、结构、加工、施工技术需要随着时代发展等等。

建筑地域性、时代性、社会性的特征，必然在建筑幕墙上表现着。幕

墙和窗有什么不同？从结构上讲，幕墙是悬挂于结构之外的，而窗则

是支座的、镶嵌于实体墙内的；从建筑外立面上讲，幕墙是大面积玻

璃的、连续的、整体性的；窗是小面积玻璃的、间断的。幕墙上也可

以设置开启窗。根本上讲，幕墙是墙。玻璃幕墙和玻璃窗有什么不同？

从构造上讲，都由框和面板组成；从功能上讲，都是一种外围护系统，

一个界面系统；都有遮挡阻断建筑外部不利环境因素入室的要求，如

遮风挡雨阻拦灰尘等作用，又都有引入交流建筑外部有利环境因素入

室的要求，如采光、通风、视野等性能。其中通透性、采光视野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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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基本的共同功能。为什么要在河上造一座桥？首先是为了人们过

河，其次才有对桥的安全性、美观性、流通性、经济性的要求。 

 

在建筑上采用玻璃幕墙是对传统窗和墙的否定与肯定混合的产物。首

先是为了建筑功能的通透性，建筑外观的个性。其次才有对幕墙的安

全性、功能性、经济性的要求。其它类别的建筑幕墙如金属幕墙、石

材幕墙等等，因为属于非采光一类，没有玻璃的通透性，尽管在结构、

功能相类似，毕竟离开了原来通透的出发点。为了通风，在其上虽配

置玻璃窗，仍然回到了原来意义上的（用玻璃做的）实体墙开窗的概

念。如不开窗，也可以说更接近于外墙（玻璃）装饰板一类。所以，

窗和幕墙，装饰外墙板和幕墙的关系应加以讨论，边界有些模糊。幕

墙首先是对一般传统窗的否定，人们要求窗更大、更通透、在建筑立

面上更简洁、更新颖等；其次又是对一般传统墙的否定，人们要求墙

更轻、更多彩、更通透、更高效、更多使用现代材料，更好复合构造

等；第三则是对建筑外围护要求用系统思维来分析，建立一个界面系

统而不是局部的构造与构件；要求对这个连接、沟通人、建筑、环境

之间的空间界面系统，成为一个围绕以人为中心与环境间的动态系

统、循环系统、平衡系统。幕墙应该进入整个生态、文态、环境的多

元大系统中。游于物外，幕墙不能独立于环境之外，幕墙不应只顾自

身；立于物内，既是围护又是交流、既为阻断又为沟通，是界面又非

界面，极相似于舞台上第四堵墙即帷幕的概念，在演员与观众之间既

有这墙、又无这墙；要与观众沟通，无墙；舞台上演戏，有墙。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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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外的大空间为背景，以其物内的小空间为功能。老子曰，“凿户牗

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当缺少

了“空”与“无”，那玻璃幕墙的“利”和“用”又在哪里呢？玻璃

幕墙的“有”变化到采光、视野和精神围护的“无”，“实”的界面让

人体会到“虚”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并非无。幕墙是人造的，但应

归结到与天生的和谐一致，归结到环境的有无中的一统世界、务实求

空的极致！不必争论幕墙和窗的是与非，既是又非，似是而非，彼出

于是，是亦因彼。幕墙已经作为胚胎早存在窗中，否定千百年存在的

窗，窗到了一定点时转化为幕墙；窗和幕墙之间没有绝对分明和固定

不变的界限。窗与幕墙两端之间总有连接、联系，有过渡转化的过程。

在肯定幕墙时同时已包含着对它的否定，在否定窗时同时已包含着对

它的肯定。不必一定要无条件的说非窗即幕墙；在适当的地方时可以

承认亦窗亦幕墙的，是墙非窗，非墙是窗，是墙是窗。我们应从幕墙

和窗的联系、连接、运动来考察这一事物。是一种优化、杂化、合二

为一的东西。 

二、 幕墙功能的“一分为三” 

幕墙是建筑外围护的一个种类，它必须具备外围护系统的多种功能。

所有的外部环境因素都包含着矛盾的对立面，而每一种功能又都是矛

盾的。例如光，既要有柔和的采光，但又要避免有害的反射光、阻断

不舒适性不可见光辐射；又如风，既要有新鲜空气的交流、良好卫生

适当的自然通风，但又要抵御台风大风侵袭，阻挡沙尘、废气、被污

染风的侵入；关如水，既要有严密的防水、密封缝隙孔洞，保证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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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标准，但又要创造等压空腔“雨屏原理”设置缝隙，引排水通道；

关于热，在保持通透性前提下，既要冬季保温制造“温室效应”控制

热传导系数，但又要夏季隔热把握遮阳系数和太阳得热系数，利用“烟

囱效应”排出热空气；关于力，既要保证受力安全的强度，又要保持

抗震的变形适应性和外观、功能的完美性等等。但这些环境因素的矛

盾、幕墙的功能性，并不是简单地“一分为二”非此即彼，而更多更

实际的存在是“一分为三”的，即是处于一种过渡、中介、转化的中

间状态。既包含有矛盾着的两极，但并不是理论上的、理想的极端状

态，而是一种混合状态，既有利又有害、既好又坏的同时共同作用的

矛盾统一体。玻璃幕墙是一项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但又是一柄

三刃剑，对人类、社会、环境、文化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

更多是一种正反皆有混合效应，当人们尚不能全面、整体、综合、系

统认识到时，常常产生片面性认识。比如当某个幕墙项目在安全性上

出了点局部差错，就提出全盘否定的评价，说是“定时炸弹”“利剑

高悬”；当在光学性能上出了点光反射负面效应，就提出普遍性的“光

污染”；当在热工性能上出了点低效率，就作决定“不节能要限制”

等等。这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既没有“一分为

二”持“两点论”分析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问题，更没有达到“一

分为三”及“三元论”把握对过程、矛盾统一体的认识。没有指出两

元之间的连接、联系、中介、过渡，特别是两极之间的转化。幕墙功

能“一分为三”的含义，首先是对幕墙的各种功能要看到它矛盾的、

正反的、对立的两个方面，不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到任何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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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同时包含着缺点，否则优点就不存在。其次，当幕墙具备某一种优

势特长时，应看到同时包含着的劣势、特短。人造物的每一种完美，

都与一种本身势将形成的不完美联在一起。幕墙所具备的一种好的功

能，同时也是另外一面的不好的功能。第三，分析幕墙功能，在两分

法、一分为二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分析那第三部分，即矛盾统一体

中两个对立面中间的联系、混合、转化的过程。实际幕墙的功能是一

种“合”的状态，而不是单纯的、绝对的正或反的状态。是外观性、

安全性、功能性三合一的外墙体。为什么要设计采用玻璃幕墙？首先

是为了建筑外围护的通透性；其次是对外围护界面功能的“务实求虚”

的理念。既要通过玻璃外墙通透解决从里向外的视野观景，又要解决

从外向里的通透采光。必须采用玻璃幕墙这个实体界面，才能达到通

透感觉“界面非界面”这个“虚”的目的。 

 

通透性是“一分为三”的，用“三元论”分析幕墙这一主要的性能通

透性，有以下几点： 

第一，两个对立面的矛盾。由内向外和由外向内的矛盾，从外向内光

照、采光和从内向外视野视线。可见光的透射和可见光的反射的矛盾。

可见光的透射和不可见光辐射的矛盾等。这几对矛盾之对人的作用，

于是是有益和有害的结果，需要引进和阻挡的对立。这是从光的物理

性能讲的，还有光对人的心理性能而言；还有光象色彩那部分，光通

过幕墙对人产生的视觉效应，又是另一个矛盾方面。玻璃幕墙的这方

面的光学特性，又是另一个矛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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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两个对立面的联系。可见光透射，有用的是自然采光，减少人

工照明；有害的是阳光直射，人眼的不适感。如何控制直射？可见光

的反射有益的是蓝天、白云、绿草、景观映射成画，有害的是强反射

使人不舒适眩光，以及光学畸变。如何控制反射比？阳光包含可见光

与不可见光，在采光入室的同时就包含了不可见光中的红外辐射产生

热能入室。辐射热能冬季采暖是有利的，而夏季隔热就是不利了。如

何在夏季隔热？有益与有害、有利与不利、有用与无用之间，并不是

一种突变的转折，而是一个量的对比、量的变化而引起质的转化过程。

没有绝对的利与害两端、利中有害、害中有利、又利又害。所有的建

筑都是在同一个太阳下存在的，因此对阳光是可以分析的，阳光的照

射、反射存于一体，同一光束中包含着对人的利与害作用，而利害作

用又是一个依时间、空间而变化着的，也不是绝对的。 

第三，两个对立面的转化。以“三元论”的认识，人们则可以发挥阳

光的有利、有益方面，而抑制不利、有害方面。促使有害变化为有益、

无利转化为有利。但永远不会将有害无利方面转化成无的状态，没有

了这矛盾那也就没了这事物了。有了这种“三元论”的认识，才有可

能将幕墙光学功能控制在利大于弊、益多于害的水准上。比如在一定

目标规定下控制幕墙体的可见光透射比、反射比、遮阳系数、热传导

系数、太阳得热系数等等。掌握好过渡关系，“执其两端用其中”，创

造条件促进矛盾体对立面的转化，将有害降低到最小，将有益提升到

最大，创造一种对立面的平衡，把握好量的限度。最容易理解的一个

事实，那就是“水”，水由酸性的氢离子和碱性的氢氧根离子组成、

 6



当其处于中性状态时，那表明氢和氢氧根离子浓度的平衡，PH=7。

而一当浓度失去这个平衡，中性的水便成为了或酸或碱性的溶液了。 

三、幕墙发展的三段模式 

玻璃幕墙的发展，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多次反复循

环过程。建筑外围护形成一种“窗－幕墙－窗”、“幕墙－窗－幕墙”、

“带窗实体墙－无窗玻璃幕墙－窗墙合一体”等的过程；幕墙材料也

经历了玻璃“单片白玻－单片镀膜－双片中空”、型材“钢框架－铝

合金框架－钢铝框架”、胶条“湿作业－干作业－干湿结合”、工艺“现

场－予制－予制现场相结合”、防水“密封材料防水－开放构造防水

－密封与开放相结合”、体系“框架式－单元式－单元框架组合式”

的发展过程等。可以看出来，走的是“正－反－合”的发展过程。幕

墙通过对一般传统窗的否定、对一般传统墙的否定，对一般幕墙的自

我否定而合成为幕墙的综合系统。幕墙的每一次肯定或否定，都经历

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因为幕墙本身就是一种设计理论、

试验分析加上工程实践的产物；幕墙的技术特性包含了安全性、功能

性和外观性的互相矛盾与维持平衡。当采用热反射镀膜玻璃以否定白

片玻璃热辐射通透的缺陷时，却产生了镀膜玻璃光反射的负面效应与

对其保温性能的争议；当采用中空玻璃改善了单片镀膜玻璃的保温性

时，却又产生了对白片中空玻璃防热性能的不满足。于是对玻璃提出

了冬季保温、夏季防热的双重性能的规定，以达到舒适性和节能的要

求。当幕墙节能指标与措施达到了规范时，又出现了对幕墙通风性能

的追求，而节能要求密闭、通风要求开放这对矛盾的解决，只能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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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一种复合型构造的双层通风幕墙来解决问题。一层密封的玻璃墙挡

雨、挡风、防尘，另一层玻璃保温，两层之间形成通风道、热通道，

以及中间再加一层遮阳百叶防热。而在楼层处却打破密封设置进、排

风口，于是形成了双层通风幕墙。对单层玻璃幕墙的否定，用双层玻

璃幕墙或既节能又通风的构造等。幕墙在其不断发展的道路上，通过

矛盾的对立、矛盾的转化而前进的，处处看到的是“正、反、合”的

三段模式。过去有过的现在存在的、将来发展的，绝大多数都是一种

正反并存、相反相成的混合状态、过渡状态、亦此亦彼的复合状态。 

 

幕墙创新是幕墙发展的内在动力，发展中的幕墙要自我否定，发展就

是否定不足，就是解决存在的矛盾，就是促进对立面的转化。经常用

窗来对比、否定幕墙，用实体外墙及其装饰板否定幕墙，从中找出矛

盾。还要从保护环境、节省资源、能源来否定现行的幕墙；更要从以

人为本、人性化的角度，提高室内人居舒适性，用光、热、声、风、

尘等内环境不舒适性以及对外环境的不利性来否定现行的幕墙等。幕

墙是在否定之中发展的，扬弃不足、发挥优势。幕墙的存在价值，当

然要从其与环境、人的关系上加以评价。价值即关系。现行的幕墙向

何处去？如何扬弃旧的、创造新的？一个极端动向是搞最新的、人家

没有做过的、人无我有的、敢为天下先的相当大投入的幕墙。另一个

极端动向则是回到普通的窗户与墙面上去，搞新式的窗、极简的外墙

装饰板，为便宜，为超低价，那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幕墙了。两个

极端一来，幕墙是什么？为什么搞幕墙？开始混乱起来。因此，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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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幕墙的创新有一个认识论的分析。我以为，第一，幕墙创新离不

开建筑、建筑外围护系统这个大框框，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次，创新

的幕墙是适用技术，是一种可推广、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技术，与社会、

环境、经济条件相关；第三，创新幕墙既应超前又有传承，要因地制

宜，因工程制宜等。所以，如何看创新幕墙，应看到材料的时代性变

化，比如玻璃、结构胶、铝合金等基本材料；应看到结构的现代化，

比如曲线曲面、立体、结构的推广；应看到施工工艺的工业化，比如

工厂予制化、施工机械化；还有设计信息化、柔性设计、功能仿真、

虚拟建造、看到标准化与自由形式的矛盾、批量化生产与多样化的关

系、自由形式与予制生产的相容等等。而在这一系列的矛盾、对立面

的关系中，比较可行的、现实的、应是那些中间状态，是“一分为三”

的那个第三部分。抓住这个“正、反、合”的合，对所谓“无”和“有”

之间的过渡数，展开创新，抓住从无到有的过程，也许才是正确的、

合适的。比如说“安全玻璃”。普通浮法玻璃因强度偏低，创新开发

了钢化玻璃，提高了强度；但因为钢化玻璃内因性的“自爆”性，又

带来了高空散落性的不安全因素；于是又推出了“增强防爆贴膜”复

合安全玻璃。但贴膜周边的耐久性、翘脱现象，对这一创新提出了问

题，由安全性转化成了外观性。那么，再将两片薄的浮法玻璃中粘贴

增强功能膜，形成一类特别的夹层玻璃，似乎又找到了调和矛盾的方

法。从这一过程，我们认识到了玻璃板片“不安全－安全－新的不安

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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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认识玻璃幕墙自身的矛盾运动，应当象社会经济学研究基本矛盾

那样，从商品社会里那个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

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入手，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即从

商品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

胚芽。玻璃幕墙的基本矛盾，“细胞”是什么呢？从幕墙中一个什么

样的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最基本的矛盾开始呢？从万里长城看

到了那最简单的一块砖；电子计算机建立了一个 0 和 1 的二进位制；

分析化学物质有了一个元素；生物遗传指出了基因等等。玻璃幕墙的

基本矛盾应是“采光和非采光”这对矛盾。玻璃幕墙的产生，其前提

是因为玻璃的透光性能。对其采光要求是因建筑采光而推导出来的结

果。光可以从墙外照射入内，人可以从墙内眺望出外。由于通透性而

派生出一系列的附加性能上的变化与匹配。建筑外围护如果没有采光

的要求，那么一定全部是非采光实体墙。因为使用玻璃采光，于是一

系列新问题由此产生。一是外墙上采光面积的多少，采光 与非采光 

的比例，采光的构造方式；二是由于采光的通透性，也同时具备的反

射性；三是由于采光的通透性，也同时产生的不可见光、热通透性；

四是因为光对玻璃的照射、反射产生的对玻璃幕墙的视觉效应；五是

采光部分与非采光部分的连接、接缝、界面的关系，带来一系列的结

构、构造处理问题；六是玻璃材料除了其光学性能之外，其余物理力

学、热学、化学、表面等性能的作用、影响与平衡问题；七是外围护

的采光性能与其他围护功能的协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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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以上一个方面如视觉效应问题分析，它就包含了三部分构成，光

源、光照射的对象和健康人的眼睛与视神经中枢。光源、玻璃幕墙、

人都是复杂的。太阳光是永恒的，所有的建筑面对的是同一个太阳，

但照射到建筑物上的阳光却是变化的，晴天阴天、冬季夏季、朝阳夕

阳、直射斜射等等都是极不相同的阳光。太阳和地球有相对运动，那

么太阳与建筑物的相对位置便是一直不停地运动变化，太阳的赤纬

角、平面角、高度角在变动。建筑物是不同的，幕墙也是不同的，它

的方位、高度、面积、背景、环境、空间、形体、质地、颜色等等都

各不相同，阳光照射在幕墙表面透射、反射、吸收性能各不相同。人

就更复杂了，人站立不同地点、角度、时间、对幕墙的光象视觉就不

同，更何况不同的人的审美心理大不同，对幕墙的审美价值就不同。

单纯地审视局部，还是将环境对比，时代意识，个性特点结合在一起

欣赏整体，其产生的印象也是绝不相同的。幕墙的光象色彩，既是一

种物理光学更是一种心理光学，其复杂性和不定性就更难同一了。玻

璃幕墙的光象色彩是其视觉效应的核心，而玻璃幕墙的“采光和非采

光”这一矛盾，又根由了其余一切性能。所以，认识玻璃幕墙应是对

“采光－非采光－既采光又不采光”、“通透－不通透－既通透又不通

透”这样一种矛盾运动的实际，反映到头脑中“肯定采光通透－否定

采光通透－既肯定又否定采光通透”的认识运动。     

 

2006 年 3 月 31 日 

丙戌狗年三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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