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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都是高层建筑，这一比例还有继续攀升的趋势；在中国

的大城市中，高层住宅将成为城市住宅的主角。作为一种纯

粹的“泊来品”，高层住宅是否也有住宅建筑文化的问题？ 

中国高层住宅设计受国际认可 拉美某国住房极其紧缺，2004

年该国进行总统大选时，原总统为了连任，专门邀请中国的

建筑师去为其国人设计高层住宅，供平民居住，以争取民心

。当中国的建筑师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设计方案时，相关人

士大为惊讶，赞叹不已。 “高层住宅已成为我国的一大特色

，在高层住宅的设计上我国是最有优势的”，原首规委副总

设计师、北京市住宅专家组组长谢远骥在谈到这个案例时表

示，由于我国人口密度大、土地相对稀缺，高层住宅的量是

全世界最大的，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

展，今后20年我国将有3亿农民涌入城市，房屋就显得非常紧

缺，对此类住宅的需求也就更大了。 “量大、面广、花样多

，这是国外无法与我们相比的”。由于塔楼出房率高，以前

都主张建塔楼，但为了弥补其在通风和采光上的不足，现在

即便是塔楼设计，也不局限于单一的方塔，而有了“V”塔

等，以此来增加朝南的房屋数量。 高层建筑的文化关怀 虽然

现在高层建筑在设备、材料上确实有所改进，但诚如一位老

设计师所言，“翻开十年前的图纸，许多项目现在的图纸也

没有多大的进步。” 在传统的高层住宅设计中，人们只有在

等电梯的时候才有可能碰面，住进高层住宅便意味着脱离“



地气”、“老死不相往来”，而这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与

传统的居住文化是完全相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高层住宅

正在从简单满足人基本居住需求的水泥森林，发展到关怀人

更多的精神需求。这方面，作为中国当代房地产市场的发祥

地，华南似乎又走在了前面。 广州、深圳的开发商率先在高

层建筑中设计了入户花园，住户在出电梯之后先经过十余平

方米、半露天的入户花园，然后才进入自家户门，入户花园

可以按照住户的意愿设计，并且与庭院景观相通。还有一些

高层住宅为方便住户与外界之间的交流，在楼宇入口开辟挑

空“大堂”，安放沙发、坐椅方便来客。此外，还每隔3层设

计一个类似的交流空间，让人们在高层住宅中同样有可能延

续街坊、邻里文化。 当然，这样的设计必须以“牺牲”一些

销售面积为代价，需要开发商不能那么急功近利。事实上，

这样的高层住宅推出后，很快就为市场所接纳。而北方由于

受气候条件的限制，在类似入户花园这样的设计上，则面临

更大的挑战。 建筑文化创新要务实 “并不一定具有诗情画意

才是文化，建筑文化的创新首先要务实”，谢远骥对一些高

层建筑的设计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谈到外立面的创

新时，谢远骥认为，外立面的设计创新不能以牺牲功能为代

价。“北京某广场是玻璃房子的设计，为了防止光线射入过

多，就在南边加了遮阳板；全通透式的设计看起来很有个性

，但却影响到了功能和其适用性，这就没必要了。”谢远骥

坦言。在外立面的设计中，比例、尺度、色彩、对比，这些

都是从美学角度考虑的不变的标准，其中比例的把握是最为

重要的。“有些高层住宅建筑作一些特大的花架，类似一个

大的飘带，既不适用，也不美观，还造成浪费。建筑上成功



的装饰是结合功能的装饰。” 其实，在空间、户型相对固定

的情况下，高层建筑的创新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怎样在这个

框架的局限内有所突破呢？谢远骥说：“这就需要技术的支

撑，在空间有所限制的情况下，通过建筑材料的改革等科技

手段推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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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