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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8/2021_2022__E5_BB_BA_

E7_AD_91_E6_96_87_E5_c57_168377.htm 建筑文化是指一个民

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所属地区的地域特征等在群体或个

体建成环境的反映。而此“文化”是由“内核”文化与“外

缘”文化构成的。“内核”文化是指一种文化长期以来形成

的本质的东西，它是古老的、纯种的、发育完善而自生根的

文化；而外缘文化是新形成的文化，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包容，它是年青的、非纯种的，发育尚不完全，也非自生根

的文化。内核文化具有强大的持续传延能力，当我们起越一

个地区建筑的表象内容去追寻隐匿在其背后的渊源所在时，

就会发现其本质的东西、精髓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建

筑文化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而前进、更新。

其发展、更新有两条途径，一是靠“内核”的裂变或聚变而

产生巨大能量推动自生的更新变化，由于其动力来自于内核

本质结构之中，因此其变化是主动的、有秩序的，它与自生

文化的关系也是一致的、和谐的。例如另一种途径是靠“外

缘”文化的影响。“外缘”文化的作用一开始可能是生硬的

、被动的、无秩序的，但通过长期对内核文化的冲撞和渗透

，推动“内核”文化发生相适应的转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来看，这两条途径往往是同时存在，共同推动人类文化

的发展、进步，实现实质性的升华。 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化

的时代，吸收、包容外来文化的精华，使其恰到好处地融汇

于自身地域文化的“外缘”，继而逐步向“内核”转化，更

是文化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这种对异文化有选择的借鉴



、吸收将创造出更富有时代意义和生命力的新建筑。 近年来

由于西方工业革命的进程，使建筑材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钢筋混凝土替代了天然的“石”材，推动西方建筑进入了

现代建筑时期，但钢筋混凝土石材，其力学性能和表现力是

一致的，它们所表现出的是凝重感和内外分明的二元体空间

特征，因此西方现代建筑的产生和发展是由其建筑文化内核

自身的聚变而产生的，也就很自然地包容、孕育着其固有的

“内核文化”。 以石材为主建造的西方建筑，表现出淳厚、

雄壮的凝重特征。而以木结构为主要代表材料的东方建筑呈

现出通透、灵巧的“轻盈”文化特征，对东方建筑文化而言

，舶来品的钢筋混凝土等现代建筑材料完全属“外缘”，最

初的引进和运用显得生硬、被动而无序，照搬照抄也屡见不

鲜，一度曾阻碍和困惑了自身文化的更新和发展。 现代建筑

进入日本初期建筑创作和理论界就存在“如何使现代建筑在

日本的现实中生根”，即如何实现外缘向内核的转化，面对

全盘引入的外缘文化，起初是那样生疏和束手无策，只是在

钢筋混土建筑上加上破屋顶，称之为“帝冠样式”、“详和

折变”。后来勇于探索的建筑师用现代建筑理论为过滤器，

重新审视日本传统的文化“内核”本质特征，发现其空间的

流动性，简明的意匠，构造和表现的一致性，使用材料与自

然融合等都与现代建筑不谋而合，从而肯定了日本建筑的价

值，为文化“外缘”向“内缘”转化奠定民族自信心。继而

日本建筑师广采博收，从整个历史长河中找素材，多元的、

全方位地挖掘文化“内核”与“外缘”的联系，如提倡从空

间来把握传统文化，从中提炼出“空间的无限定性”的概念

，将“外缘”与“内核”的联系和转化成为可能。 现代建筑



使用的物质材料主要是混凝土。它可以容易自然地表现以“

石”材为主，西方建筑“凝重”的文化特征，但通过钢筋混

凝土来刻画表现木构架的造型形式，难以从本质上表现日本

建筑特有的“轻盈”文化特征，日本建筑师通过钢、木、混

凝土的复合型现代建筑材料，综合运用结构形式的表现，尤

其是对细部构造的大量研究，将日本的建筑文化特征表现的

淋漓尽致，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文化与新技术、新材料之间

的，成功地实现了文化的“外缘”向“内核”的转化。 同属

东方文化范畴的日本，其建筑文化“外缘”向“内核”文化

的成功转化，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华夏文化经过五千年的

历史沉积，内核质量亦趋庞大，表现出了巨大的独立性、纯

正性和遗传性。在为悠远的历史文化而自豪的同时，这种“

内核”文化又显得负荷过重、进程缓慢，对外来文化的反应

能力及接纳能力相对不足。因此为摆脱其自身文化“内核”

过于负重的不利因素，站到吸收“外源”文化的有利地位，

接纳人类所共同拥有的现代文明精华，并将其消化、吸收、

革新，使之溶入为中国建筑文化的“内核”之中，并加速实

现这一转化，是我们这一代建筑师将要不懈努力的。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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