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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5_8A_A8_E6_c57_353431.htm 伴随着中国城市复

兴和民族复兴的滚滚车轮，肩负着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使命，

披挂着艺术的时代责任感和地域认知性，展现着传统与时尚

交相辉映的历史风采，穿越过文明进化灿烂的未来之门，融

贯中西并时跨古今的 “新东方主义”来了！ 半个世纪以前，

梁思成先生曾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不无担忧地写道，“

至清末，因与欧美接触频繁，醒于新异，标准摇动，以西洋

建筑之式样渗入都市，一时呈现不知所从之混乱状态。于是

民居市廛中旧建筑之势力日弱。以致民国初期，殆欧美建筑

续渐开拓其市场于中国各通商口岸，而留学欧美之中国建筑

师亦起而抗衡，于是欧式建筑之风大盛。” 梁先生当年肯定

没有想到，在他所提到的“民国初期”其后几近百年的今天

，欧美建筑思潮在中国城市建筑中再一次涌入，而且是在数

以百倍之量地涌入。 今天，在新消费主义的国际浪潮下，在

城市化的高速进程中，中国不少城市的建筑正在相当普遍地

走向一种混乱的偏失，人们及其建筑们或者追求各种各样“

之最”，或者寻觅另类独特甚至以丑为美，或者制造超现实

的梦幻场景，或者表达虚伪的威权主义，或者摹仿奢侈和浮

华，或者把玩戏剧化的夸张和俗趣，或者卖弄异国的风情和

营造假洋景观。很少有人认识到，丑陋的建筑是一种罪恶，

不能产生情感交流的空间是失落的空间。 试问，一个东方文

明大国怎么能够容忍在我们今天的城市建筑形态中全是外国

的主义却唯独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主义？ 洋设计的功过



评说 建筑艺术界的洋设计正继续在中国各地抢摊并且已逞风

行之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新消费主义”和“新奢华主

义”的国际浪潮中早已数典忘祖，也有不少人在饱食西方艺

术大餐之余无奈地哀叹民族艺术的学问饥荒，中国的建筑艺

术界和其它许多艺术界正在体验着一种悲凉的文化混杂和虚

荣。 洋设计大军进入中国有其社会背景。在一个文化艺术曾

经被破坏和禁锢多年的国家里，人们长期习惯于划一的单调

，审美成了生活的奢侈，不少人已经不知道这个国家或这座

城市真正需要的审美要求。当西方艺术突然间大规模地出现

在我们眼前时，人们很容易为那种表观上似乎更加高明的艺

术理论和效果所折服，因而暂且忘却了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创

新，忘却了民族艺术中那许多深藏经年的矜贵珍宝。 洋设计

的“功”在于它曾经是一种清醒剂，让保守和封闭的中国人

看到了天外有天的差距。此外，洋设计还带来了建筑艺术界

许多前卫的、新锐的、先锋的哲学思考，让人们知道还有那

些超凡脱俗的思维方式。 可是，进步不等于进化，清醒剂终

究不能除疾治本。中国的建筑艺术和其它艺术如果有一天被

西方艺术全面濡染甚至真正战胜，将产生政治、经济和文化

层面上不可低估的国家损失。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

我们的文明有可能太多地依附于外来而牺牲了最宝贵的内在

价值，有朝一日可能被西方肤浅但流行的现代文明所摧毁，

而今后为了复兴它，我们将要付出上百倍的代价。 中国文化

中深藏的富矿 人文的本质是历史的，美的愉悦来自人类不断

进化的文化意识。人们不可避免地都有一颗尊重传统和怀思

过往的心并且又总是依照美的规律在前进。所以，建筑艺术

的精神一定离不开充满文化本真的思考和行动。 令我们汗颜



的是，我们本来守望着世界上最大的一座文化金矿，那就是

中华民族进化时空中的文化图腾；我们拥有浩若烟海的宝贵

资源却不懂得如何去珍视和利用它们。中国人太需要重新去

发现我们身边和心中的美以及她真实的价值。 中国民族传统

艺术的历史素材实在丰富，汉唐宫室的遗风、明清民居的旧

韵、编钟古乐的神秘、水墨画的意境和现代京剧的隽永等等

。扬州八怪的作品有“趣、险、巧、怪、浅、俗、艳、谑、

惊、疵”等十种意味。中国的园林“小中见大、近中透远、

曲径通幽、步移景易、咫尺山林、主从得当、疏密有致”。

中国古代环境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天人同构”等思想

更是令今人汗颜。 在建筑方面，我们有黄土高原的窑洞、皖

南的村居、丽江的街巷、西藏的碉房、哈尼的蘑菇房、闽西

的围屋、桂北的石头寨、侗族的鼓楼、西双版纳的竹楼、川

东的吊脚楼、北京的四合院以及上海的石库门等等。再往细

说，中国传统建筑中还有许多精神空间和艺术语言，诸如内

院、亭台、天井、拱廊、骑楼、梁头、柱础、花池、门当、

窗格、影壁、屋檐、斗拱、屏风、饰砖、壁龛等等。这些若

经现代审美思想的加工和再创造，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素材

。今天的中国人很需要有一种在文化上突破自我的勇气，敢

于在传统文明的基石上塑造起一座“新东方主义”的崭新艺

术殿堂。正如曾经师从国际顶尖色彩学大师--法国人朗格罗

的中国色彩学博士宋建明所言--“每一个地方的建筑物应该

有的色彩，决定于这块土地本身的文化而不是其它”。每一

幢建筑物都是本应该生长在那个地方的，而不应该是生硬地

搬来的和泊来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